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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受鸟取县文化政策课之邀，有幸来参加了县内传统艺术体验活动。通过为期两天的鸟取县之旅，

我们走访了八头郡智头町、仓吉市，参观并体验了当地传统文化，可谓是一次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 

 

第一天 

旅程的第一天的目的地是仓吉市中心。在鸟取站集合后，我们便按计划前往这次文艺体验的第一个目的

地，距离鸟取车程约四十分钟左右的仓吉市陶器工坊“上神烧 中森”。这座工坊位于农田和山地之间，主

建筑是一座特别漂亮的日式房屋，其后则是塑造和烧制陶器的工坊。工坊主人很热心地带我们参观了这里，

并给我们介绍了“上神烧”这一仓吉地区艺术特色的陶器。工坊主人在院子里种了樱花、梅花、山茶花等

各种各样的树木，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这里居然还种了香蕉树。 

进入工坊后，我们便开始了陶器制作体验，工坊主人把事先准备好的陶土递给了我们。以前我曾在电视

上看过别人制作陶器，但当我真正触摸到陶土时，却才发现原来陶土这么硬。在电视上，陶艺师捏制陶土

看似轻而易举，而仅把陶土大致弄成型这一步骤却已花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差点手抽筋。最后，在工坊

主人的帮助下，我的陶艺处女作终于大功告成啦！我在杯子底部刻上了文字做标记。完成后的作品会是什

么样子的呢？真是让我满心期待。 

之后，我们前去参观了仓吉当地的建筑“白璧土藏群”，并在非常有历史渊源的“町屋清水庵”享用了午

餐。“町屋清水庵”这家老字号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明治时代初期，其招牌菜非常不可思议，名叫“涮年糕”。

正如其名，这道菜是用十二种不同材料制成的口味各不相同的年糕，享用时，先把年糕放进锅里涮一涮。

据说这十二种颜色的年糕构思来自古代日本贵族女性身穿的华丽和服。配着鲜香的高汤，十二种不同口味

的年糕软糯香甜，每吃上一口就是一份享受。 

仓吉的“圆形剧场”就在“白璧土藏群”的不远处。从外观上看，它是一座类似剧场一般的圆形建筑物。

听导游说，这里原先是一座小学，后来因为建筑老化，原本是打算拆除的，但在仓吉市民和曾经在这里上

学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之下，这座日本第一的圆形校舍才得以保留到了今天，如今已成了仓吉市的地标之一。

圆形剧场里展览了许多塑胶人偶、模型等，我们参观的那天，刚巧这里在举办纸板箱艺术展。原来纸板箱

可以做成那么漂亮的工艺品，真是令人难以想象！说着我们便开始对展览的作品一顿狂拍。爬上圆形剧场

的屋顶，便可远眺仓吉市美景，这应该是附近最适合欣赏这一带的风景的地方了吧！在距离屋顶最外侧约

一米的地方有一格台阶，走路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绊倒哦！ 

最后我们前去参观了一座非常值得打卡的日本庭园“小川氏庭园 环翠园”。这座庭园从小路上铺的石头

到石头座椅、紫藤花棚，都设计得非常用心。坐石头座椅上时，视野被遮挡，看不到紫藤花棚，但此时眼

前的风景就好比被一个画框框起来了一样，似乎显得更有魅力了。 

 

第二天 

旅程的第二天，我们首先前往了“青谷和纸工坊”。在工坊入口的大厅，贩售着各种各样的和纸，并展览

有许多工艺品。其中最吸引我眼球的要数明治时期的和纸生产设备、造纸用的不同原料，以及从树枝一步

一步变成纸的过程的造纸流程展览。这里还可以体验制作和纸。工坊里早已准备好了纸浆和造纸工具，我

们在体验了造纸过程之后，便去挑选不同颜色的纸用作装饰，等其干燥后，把它们做成了灯花。 

八头郡智头町自古以来森林资源丰富，近代以来，这里成了木材生产中心。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石谷

家住宅”便是一座曾经从事木材贩售的地主家的豪宅。若是仅站在入口处朝里张望，并不一定能感受到其

大。但当我们走进这座豪宅后，曾经招待客户的巨大会客厅映入眼帘，巨大的木材支撑起那高高的，差不

多有十五至二十米高的屋顶。纯木造的建筑物有着它独特的美，我们造访此处时恰逢日本的女儿节期间，

不少房间里都装饰了女儿节人偶，种类多样，令人目不暇接。 



在这次的旅程中，我们还前去了参天的杉树成荫的“杉神社”、传闻能和心上人终成眷属的“恋山形站”，

以及可以买得到温泉水的自动贩卖机“Yasah 公园 足汤”等地。这次的旅程不仅看点丰富，而且还让我们

参加了各种有趣的体验活动，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回忆。我拍下了鸟取县内的各种有趣的传统工艺和美丽

景色，希望能把这些当地魅力传达给更多的人，并希望有更多人能对这些历史文化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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