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登錄有形文化財 YAMAKICHI 味噌醬油釀造元 

 
令和 5 年（2023 年）2 月 27 日，登錄於國家登錄有形文化財 
 
   

在過去，子吉川上的交通要衝兼北前船停靠港―「石脇湊」位於此處石脇町。而 YAMAKICHI 味噌醬油釀造元正是位於其中心地帶，面向石脇街的釀造業商

家。在這條石脇街上的釀造業者們，自古以來便盛行採用位於街道後方，標高約 140 公尺的新山伏流水進行釀造，本釀造廠亦不例外。創業時的大正 6 年（1917

年）為味噌釀造業，於大正 9 年（1920 年）開始醬油釀造業務。而本廠於江戶時代末期以前便於此地經營製趜業，「舍」字的商標便是取自該時代使用的店名而來。 

本釀造廠於街道側設置主屋及店鋪，主屋的東側設有土蔵，廠區北側則有西棟及東棟的工廠。主屋在面街道側使用梁柱交疊的方式構建出豪壯的側面，並設有下

屋庇（遮雨棚）的造型是石脇街商家的特徵。而店鋪則是從街道延伸出約 20 公尺長的通道土間及事務所，連接主屋及工廠棟。此工廠棟的建築風格一反主屋及店鋪

的和式建築風格，為採用西洋風格的建築。西工廠棟的正面外牆採三角形與四角形組合而成的現代風沙漿裝飾設計以外，小屋組（支撐屋頂的骨架）則取自日本傳統

的小屋組構造，將正同柱式桁架構造上方的柱子立起的一道複雜技法，藉此支撐龐大的釀造工廠屋頂。東工廠棟有水泥磚造的釀造場，一樓則留下有水泥製集水槽的

舊發酵醪室。不斷增建的工廠其複雜的外觀，可說是此地區釀造業興隆的象徵。 

  本釀造場傳承著因北前船交易興盛的石脇町商家建築，以及能一覽當地釀造業發展的釀造工廠，這些都是能展現石脇街古今樣貌的貴重景觀。 

 

 

構造、形式，建築年代 
主  屋  木造平屋建築、鐵板屋頂，大正 5 年（1916 年）/昭和 56 年（1981 年）翻新 
店  舖 木造平屋建築、鐵板屋頂，大正 5 年（1916 年）/昭和 38 年（1963 年）、令和 3 年（2021 年）翻新 
土  蔵 土蔵造 2 層樓建築、瓦片屋頂，大正 5 年（1916 年）/昭和中期搬遷 ※「蔵」在日語中為儲藏財物、資源的建築、倉庫之意。 
工廠西棟 木造平屋建築、鐵板屋頂，昭和前期/令和 3 年（2021 年）翻新 
工廠東棟 木造平屋及部分水泥磚造 2 層樓建築、鐵板屋頂，昭和 32 年（1957 年）/38 年（1963 年）增建 
 
 
 

本說明板，是受公益財團法人東日本鐵道文化財團的地方文化事業援助所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