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野县知事指定的传统工艺品 

阿岛伞 
1994 年９月 20 日指定 

概要 

历史与变革 

关于阿岛伞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 1737 年（江户时代中期），

一位京都的制伞匠要过浪合关卡时因腹痛病倒，受到关卡官员的友善照顾，

作为答谢，这位匠人将制伞技术传授。还有一种说法是，关卡的官员通过木

匠师傅在岐阜新町（岐阜县）得到一份伞轴匠人的下游工作，之后便以副业

的方式制作雨伞。 

在统治该地区的知久氏的倡导下，江户时代后期阿岛伞的产量显著增加，

生产的主体也从武士逐渐移到村民，销售范围扩大到更广地区。到明治时代

末期，阿岛伞的年产量达到 30 万把，虽然在大正时期因经济衰退等原因需求

略有下降，但直到昭和 20 年（1945 年）左右，阿岛伞的制伞产业不断发展。 

从战后混乱平息后的昭和 20 年代（1945-1954 年）后期，和伞的需求开

始下降，1950 年代洋伞逐渐流行，年轻人对和伞的兴趣逐渐减弱，导致昭

和 45 年（1970 年）时，从江户时期持续下来的制伞厂家仅剩一家。然而在

当地人们的支持下阿岛伞的营销延续至今，并且还出现新的创业者。 

阿岛伞的传统技术从 1700 年代（江户时代中期）开始，在阿岛地区（现

为下伊那郡乔木村）传承了 300 多年。阿岛伞的制作材料，包括用作伞骨的

竹子和遮雨用的和纸，以及连接伞骨的“伞轴”（野茉莉等材质）及提高耐

久性的“矿物染料铁红”等，均使用当地可以采集到的资源。 

人们常说“有多少伞骨就有多少技术”，且伞面描绘的图案也因制作人而

异，多样且美丽。阿岛伞除了作为日用品外，还被广泛应用于旅游和各种活

动等场合。 

【制造地区】 

长野县 

下伊那郡 

乔木村 

(咨询部门)  

阿岛伞振兴会（事务局：乔木村政府产业振兴课商工观光系） 

邮编 395-1107 长野县下伊那郡乔木村 6664 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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