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原女的歷史 

 

大原地區曾是京都的木柴（大葉釣樟，日本也叫「黑文字」)供應地。當地男人將裝滿

木柴的手推車運往城裡，被稱為「大原女」的女人們頭上墊著稻草墊，頂著 60公斤重的柴

捆同行，進城後用木柴去交換鮮魚等在大原買不到的商品。這種習俗始於室町時代

（1336-1573），一直持續到加熱和照明的燃氣普及的昭和初期。 

窄袖寬腰是大原女的典型裝束，上衣短於傳統和服，僅及膝部，舒適且便於活動，

下纏綁腿，腳蹬草鞋。 

每逢一年一度的「大原女節」,女人們會穿上當時的服裝，在寂光院至三千院間長約兩

公里的道路上遊行。服裝尺碼從成人到孩子一應俱全，朋友和親子都可一同租借傳統服

裝參加活動。身穿大原女裝去後山觀光，還可在配合活動的商店享受各類優惠優待。詳

情請參閱「大原觀光保勝會」的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