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圍爐裏 

 

圍爐裏是「合掌造」民居一樓用以烹飪和取暖的地爐，也是民居的溫暖之源。除了

燒水做飯等日常生活雜務之外，圍爐裏歷來都承擔著社交的功能。無論同居一室的家庭

成員，還是外來的客人，大家都會圍繞圍爐裏而坐，吃飯、聊天，或者只是單純地彼此

陪伴共度時光。再者，爐灶的煙與熱氣冉冉上升，透過被叫做「簀子」的格子天花板傳

到閣樓，這對於合掌造民居的建築也頗有助益。年深日久，煤煙附著在房間建築的每一

寸內表面，將它們浸染成均勻的深色，也增強了木頭的防潮防蛀性能。熱氣升上閣樓，

有助於茅葺屋頂保持乾燥，防止茅草腐爛導致屋頂過早腐朽。這些熱氣還能夠幫助閣樓

保持溫暖，這對利用合掌造建築的閣樓空間養蠶來說非常重要。從 18 世紀到 20 世紀前

幾十年間，蠶絲業始終是當地的一大興旺產業。圍爐裏甚至還支撐起了當地另一大產業。

人們在爐灶附近挖坑，用於製造火硝（硝酸鉀），火硝是火藥的主要成分之一。火硝的生

產有賴於原材料的發酵，而發酵需要圍爐裏穩定供給熱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