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橫手的傳統雪屋及其悠久歷史 

 

建造雪屋（日語稱「かまくら」；kamakura）的傳統在秋田縣一帶已有 400多年的歷史。

雪屋並非一開始就是如今人們熟知的這種線條柔和的圓頂式樣。在有關雪屋的早期記錄

中可以看到，江戶時代（1603-1867）秋田市的雪屋還是方形的，沒有屋頂，但有旗幟

作為裝飾。而同一時期橫手市的雪屋卻已經接近於如今秋田縣內常見的圓頂形狀。在過

去的幾百年間，雪屋有過各種模樣，承擔過不同的作用，但它們始終與各地的傳統風俗

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雪屋的早期樣式 

在最早提及雪屋的史料中，記錄了武士家族的孩子們圍繞方形雪屋奔跑的情形，雪

屋上裝飾著旗幟和新年飾品。孩子們獻上祭品，唱著歌，祈禱新年豐收、闔家平安。在

這些記錄中，雪屋直接被稱為「雪城」或「雪壁」。在日語裡，雪屋為何與「鐮倉」同音，

被稱為「かまくら」（kamakura），眾說紛紜。或許是因為早期雪屋旁會插著鎌倉大明神的

旗幟，又或許是因為當年孩子們唱的《追鳥歌》裡提到了「鎌倉殿」。在橫手市，武士階

層的孩子們造的是「雪壁」式雪屋，而商人階層的孩子們會在城中的水井或河邊築起尺

寸較小的圓頂雪洞，向水神供奉祭品並祈禱。19 世紀晚期，武士階層被廢除，他們與雪

屋相關的習俗也幾乎消失。到了大正時代（1912-1926），橫手的雪屋建造傳統漸漸偏離

供奉水神的初衷，變成了為孩子們而設的節慶活動：孩子們在雪屋中遊戲，或以年糕和



錢作為供品，供奉在屋內的小祭壇上。 

 

現代雪屋 

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前，雪屋主要由各戶人家從屋頂上剷下積雪後自行修築而成。因

此，它們尺寸較小，也不是標準的圓頂形狀。1959 年，橫手市建造了以圓頂為標準樣式

的雪屋，但由於道路車流量的增加，路上的圓底雪屋只能做成長方形，或根本就無法製

作，因此當地開始鼓勵建造內裡空間僅可容納點燃蠟燭的迷你版雪屋。如今，為冰雪節

而修築的大型雪屋都出自專業工匠之手。為了修建這些雪屋，工匠們要準備大約 20噸的

積雪，每間雪屋高 3公尺，牆壁厚約 70公分。雪屋內設有一個供奉水神的神龕，並配有

蓆子、座墊和一個火盆。孩子們在火盆上烤著年糕，溫著甘酒（甜米酒），喊著「ハイッテ

タンセ！」（Haitte-tanse，意為請進）招呼過往行人進屋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