
金魚睡魔 

 

青森人尤其喜愛的金魚，可謂日本人頗為熟悉的夏日風景。每當睡魔祭將近，青森市

內目所能及之處，如車站、店舖等，都掛有金魚燈籠，或為紙質，或為塑膠。每逢祭典

期間，便可看到禮品店內，孩子們圍著可愛的金魚燈籠打轉的無邪身影。除此之外，店

內還有糖果點心、鑰匙圈、團扇等孩子們喜歡的玩物。燈籠原被用於裝飾睡魔藝閣，起

源於何時雖尚無定論，但據說該傳統至少形成於江戶時代（1603-1867）末期。 

燈籠上所繪金魚，為津輕錦品種。此品種為江戶時代津輕地區（現今的青森縣局部）

經長期改良所得，過去只有當地的高層武士或上流貴族方能擁有。津輕錦無背鰭，且尾

鰭長而獨特，與其他金魚多有不同，深受一般民眾喜愛，因而將其繪於燈籠之上。起初，

燈籠以和紙製作；而到了 1980年代前期，隨著塑膠製品的出現，塑膠燈籠逐漸成為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