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登记有形文化财  齐弥酒造店 

  

平成 10年(1998年)9月 2日，被列为国家登记有形文化财。 

 

 

齐弥酒造店所在的石脇街道，在江户时代是与亀田藩主岩城氏的二万石城下町亀田相媲美的重要商业区，也是因北前船寄港地“石脇湊”而闻

名的石脇町的繁荣中心。这条古老的街道自古以来就充分利用了老山背后约 140 米高的新山的伏流水，促使酿造业蓬勃发展。据大正 13 年（1924

年）的“本荘町业名录”记载，这条街上有五家酿造厂，以酿酒厂为主，逐渐形成了以酿造味噌和酱油为主的街区。齐弥酒造店成立于明治 35 年

（1902年），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酿酒厂。公司的名称“齐弥”源自创始人齐藤弥太郎的名字。 

  创业时的原始建筑包括住宅、店铺和仓库。店铺面向街道，采用了石脇街道商家的特色造型，即下屋庇（出檐）向外延伸的结构。在二楼部分，

引入了西式设计，赋予建筑独特的风格。店铺东侧的住宅以花园为中心建造，采用了和式设计风格，与店铺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酒造厂坐落于新山山脚的倾斜地上，高低差达 6米。采用土蔵（仓库）设计风格的西仓库、中仓库、东仓库和酒瓶仓库，以及桁架结构确保了

充足空间的釜场（集水洞）工厂群，都是巧妙地利用了斜坡，呈现出阶梯状的建筑形态。酿造过程始于位于最高处的精米所，利用其下方涌出的伏

流水进行酿造和储存，沿着坡度逐步进行生产。办公室和店铺设于工厂前方，而石脇街道对面则是专门用于装酒瓶的工厂。这个酿造工厂的结构在

秋田县以酒而闻名的酿造行业中也是十分特别的。 

  齐弥酒造店生动地展示了石脇街道的丰富历史，是非常珍贵的文化财富。其中，有因北前船贸易而繁荣，建于明治时期的石脇街道的商家建筑

风格，还有代表了酿造业蓬勃发展的造酒厂房。 

  



 

结构、形式，建筑年代 

住宅、店铺       木造两层建筑、瓦片屋顶，其中一部分铜板屋顶，明治 35年(1902年) 

画廊（旧米仓）   土藏造平房建筑、瓦片屋顶，明治 35年(1902年) 

腌菜仓库         土藏造平房建筑、瓦片屋顶，明治 35年(1902年) 

酒瓶仓库         土藏造平房建筑、瓦片屋顶，明治 35年(1902年) 

图书库           土藏造两层建筑、瓦片屋顶，明治 35年(1902年) 

办公室           土藏造平房建筑、瓦片屋顶，昭和初期 

西仓库           土藏造平房建筑、瓦片屋顶，昭和初期 

中仓库          土藏造平房建筑、瓦片屋顶，明治 35年(1902年) 

东仓库       土藏造平房建筑、瓦片屋顶，昭和初期 

集水洞           土藏造平房建筑、瓦片屋顶，昭和初期 

门               木造栋门、铜板屋顶，明治 35年(1902年) 

 

 

 

 

本说明板，是受公益财团法人东日本铁道文化财团的地方文化事业支援所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