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原市 

 

竹原從江戶時代（1603-1867）崛起、經過明治時代（1868-1912），成為日本製鹽

業和清酒釀造業的龍頭。當時町內商人的富有程度，從如今城市景觀保護區內保存完好、

數量眾多的商家和倉庫中便可窺見一斑。 

竹原位於廣島縣中南部一處面對瀨戶內海的海灣邊，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更

受瀨戶內海地區典型的溫和氣候呵護。當地著名儒學家、歷史學者、藝術家及詩人賴山

陽（1780-1832）專門創造了「山紫水明」一詞，用來描繪黃昏時分自竹原眺望瀨戶內

海所見到的風光。 

江戶時代早期，竹原即已成為一個大規模的製鹽中心。當地產出的鹽主要走兩條路

線運出：其一，經大阪運送至江戶（今東京）；其二，搭乘被稱為「北前船」的商船隊，

沿日本海穿過橫亙於本州與九州之間的關門海峽，北上至日本北部的秋田縣和北海道。

商船返航時會帶回稻米，稻米也是那個時期的重要商品。 

2019年，竹原以北前船停靠港之一被指定為日本遺產。 

因為需要借助充足的日曬蒸發海水，製鹽主要在夏天進行。漸漸地商人們開始為他

們的工人尋找冬天的工作機會。就這樣，許多鹽商開始涉足清酒釀製。 

竹原是三大久負盛譽的老牌清酒釀造企業的所在地，經營歷史均在 150 年以上。另

外，這裡也是「一甲威士忌蒸餾會社」的創始人竹鶴政孝（1894-1979）出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