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繁體字)】 

舊堀部家住宅 

 

城下町犬山的武家住宅的樣子可從舊堀部家住宅窺見一斑。堀部家代代侍奉犬山

城主。主屋是在武士階級被 1868年的明治維新廢除後的 1883年建成的，還保留

著很多傳統的武家住宅的特點。前庭、據說最裡面的榻榻米房間規格最高等體現

等級制度的房間佈局都是其特點的表現。 

 

堀部家住宅 1,330 多平方米的宅基地上，擁有主屋、接待用的主屋外建築和與其

相通的走廊、土牆倉庫、連廊、作坊。宅基地內的主屋、主屋外建築、土牆倉庫

等 6棟被登錄為了國家有形文物。2009年起由犬山市接管了堀部家住宅，為了復

原當時的樣子進行了改修施工。 

 

 

 

堀部勝四郎和鎗次郎 

 

堀部勝四郎（1832-1907）是作為同心（武士等級之一）侍奉犬山城主成瀨家的

中級武士之子。1868 年的明治維新廢除了武士階級，新政府開始日本近代化進程

後，勝四郎開始了養蠶。事業上取得成功的他於 1883年建造了氣派的堀部家住

宅。 

 

勝四郎在 1892年 60 歲的時候引退，將一家之主的位子傳給了長子鎗次郎

（1874-1938）。鎗次郎在第二年增建了土牆倉庫、連廊、作坊，擴大了養蠶

業。其後，還從事了出版業等，並擔任了町會議員。晚年，鎗次郎在主屋旁邊另

建造了接待用建築，在住宅前建了高牆。他 64歲離世，其子禎次郎繼承了家

業。 

 

 

 

 



主屋 

 

這座建築是因養蠶而發家的原武士堀部勝四郎（1832-1907）於 1883 年建造的。

堀部家是代代侍奉犬山城主的中級武士。但是，引發了日本近代化的 1868年的

明治維新廢除了武士階級，勝四郎不得不另尋别的出路。 

 

勝四郎購買了帶以前最底層武士“足輕”狹長房屋的土地，開始養蠶。他的養蠶

事業發展順利，在失去武士特權 15年後，1868年建造了樣式從以前的武士階級

的宅邸得到啟發的氣派住宅。 

 

這個住宅有幾處入口。玄關的大門通向深處有廚房的土間（三合土地面），3個

小一點的紙拉門面對著小前庭。打開這些紙拉門，有 3個榻榻米的接待室。其

中，距離土間最遠的房間規格最高，壁龕很有特點。這個房間當時是用來接待客

人的。 

 

面對中庭的房間是一家的起居室，與在走廊招待堀部家眾多客人的內廳相通。主

屋的二樓的一部分用於養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