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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纸币上的人物夏目漱石（日本纸币上的人物都有谁）

福井县
，这个看似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却在工作，生活，教育方面获得了全面而极高
的评价，幸福指数连续四次（隔年评估一次）获得日本国内第一名。

日本当时最贵的清酒——「黑龙大吟酿“龙”」。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福井县。

日元钞票之乡

福井县，位于日本本州岛靠日本海一侧，属于日本地域中的中部地方。其以敦
贺市东部为界，往北称为岭北（越前），南边则叫做岭南（若狭）
。福井可以说是日本海沿岸的重要门户，也是传播亚洲大陆文化的重要窗口。

福井距离日本最大的城
市群仅数小时的路程，从东京、大阪
、名古屋和金泽等许多大城市搭乘电车只需一两个小时即可抵达福井。

当地拥有412公里的海岸线和75%覆盖面积的森林，空气清新，生态宜人。如
此优质的天然条件和生活环境，难怪这里是日本男女寿命最长，也是幸福感最
高的地区。

岭北福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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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是福井主要的
农业区，是由九头龙河冲积而成；岭
南的若狭湾
集中了日本的原子能电站；水产业主要集中在若狭湾，敦贺是主要的渔港，以
沿岸渔业和近海渔业为主。当地气候四季分明，是多雨雪的日本海气候，冬天
西北风带来降雪，是日本降雨较多的地方。

福井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艺遗产，已经流传了近千年
。在福井中部，面积较小的区域里汇聚了众多工匠，其数
量比日本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

这些工匠们充分利用制作刀具、漆器以及和纸的悠久传统
，通过合作不断进行创新。游客可以详细了解这些传统工
艺，甚至还可以尝试亲手制作体验。

此外，福井县还是“日元钞票之乡
”。日本钞票一直自诩为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钞票，从历史上看，这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福井县的“福井技术”。

一般来说，日元钞票上的水印分两种：一种是通过将纸张变薄而制成的白水印
；一种是通过将纸张变厚而制成的黑水印。直至今日，日本央行发行的日元钞
票也还在使用这两种水印来做防伪。

日元水印十分清晰精美，堪称水印中的艺术品。而这项技术是由来自福井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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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地区的和纸匠人山田藤左卫门等人创造的。

据悉，开发出黑水印的山田藤左卫门曾打算将这种技术用于钞票以外的纸张，
但政府的禁令关闭了这项技术商业应用的大门，这项“福井技术”也就被永久
封印在日元钞票中了。

福井县的海鲜以便宜与美味闻名，比
如“越前蟹
“，它作为冬季的美味不容忽视。每年11月6日0点，越前蟹开放捕获。那无与
伦比的美味，真是叫人难以忘怀。

冬季的风物诗“水羊羹
“也是福
井县的特有文化，
在超市里会有单独的售卖区。除此以
外，本地的酒，大米，荞麦面，油豆腐，酱汁猪排饭，羽二重饼等也很有名。

日本酒的最佳搭档——越前烧

对于爱酒之人来说，酒与酒杯的搭配向来有着大大的学问。

日本酒同样如此，不同的酒器会给盛装的日本酒带来不同的口感与味道。与日
本酒搭配的容器，大多都是日本的传统手工瓷器，而福井县，最地道的自然就
是越前烧酒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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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前烧，是日本六大古窑之一。
越前烧历史十分悠久，从八百多年前的平安时期就开始生产制作。烧制的瓷器
古朴天然，薪灰自由地流布在陶器表面，随意，浑朴，带着大地的特征。这种
自然釉，形态厚重，具有茶色一般凝重的肌肤感与庄重的重量感。

此外，它那温暖的泥土气息和灰釉的绝妙颜色令人赞不绝口，即便经过了数百
年的时间流逝，这项工艺到了今天仍然很好地保存有当年的传统，深受爱酒人
士的喜爱。

在福井县越前町的越前陶艺村，有许多专门做越前烧的工艺馆，其中最为有名
大概就是“越前烧之馆”了。在这家馆内，展示着约千件越前烧出产的瓶，碗
，各类生活日用品。

仅是酒器这一类别，也有根据大小，厚度，所盛酒的温度而区别的各种各样的
丰富制品。在这里挑选一件酒器，可说是爱酒之人的最佳选择了。

总而言之，不论什么样的传统工艺，最好的传承方式一定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长
久使用。

而在福井人的生活当中，使用具有800年工艺历史的越前烧杯子搭配日本酒，
毫无疑问就是最好最地道的饮酒方式了。

黑龙酒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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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一句古话叫做“哪儿有好水，哪儿就有美酒”。

这话其实非常浅显有理，日本酒是由大米发酵后制成的，最重要的两个原材料
便是米和水。福井县既有好米，又有好水，酿成好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由于当地的水质清澈，好米遍地，所以福井县也算是日本比较有名的清酒产地
。全盛时期，福井县曾有多达17家酒厂。而如今，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变迁，仅
保留了两三家。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以石田屋为名号的黑龙酒造。

黑龙酒造在 1804 年成立，现由第八代社长经营。从初代目石田屋二左卫门开
始，就追求纯手工制造的日本酒。

黑龙酒造的名字来源于酒造的用水来
源“九头龙川
”，由“黑龙神社”守护。其最独特的软水是采用日本名山白山的溶解雪水，
混合地底下 75 公尺处的地下水，成为酿酒用的绝佳水源。

黑龙传承多代、依旧能延续至今，应该要感谢第七代传承人水野正人。他曾留
学法国和德国，回国后，他将窖藏陈年酒和葡萄酒酿造中汲取到的灵感用于清
酒，破天荒的将葡萄酒的熟成技术引入日本酒酿制工艺，才让黑龙从此名声大
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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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竖型精米器普及之初，吟酿酒刚开始流行，还没有吟酿和大吟酿的区分。

为了和其他吟酿酒区分开，黑
龙酒造别出心裁的以“大”为标识
，推出有熟成概念的黑龙大吟酿“龙”，也展现出葡萄酒熟成用于清酒制作产
生的别样风味，让消费者对添加少量酿造酒精的优质吟酿酒有了全新的认知。

当时，这款酒一度成为日本最贵的酒。“龙”一升瓶的发售价是一万日元，大
约相当于现在的600万日元。

如此的天价，当之无愧成为清酒历史的标杆。

这款酒在备受
关注的全国清酒品评会上颇
受好评，也由此推动了日本清酒等级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黑龙大吟酿纵然名声
显赫，但还不算是黑龙酒造的头牌。
黑龙酒造的最高峰作品，是以“屋号”命名的“石田屋”。

“石田屋”使用九头龙川的伏流水，和精米步合度为 35% 的特 A
产区山田锦酿造。每年的 11 月才能开始酿造，要经历三年时间才能酿成。好
米好水加上好的酿酒师，造就了这款顶级的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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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体入口柔软，润滑，细腻，初香有黑糖
的甜香，而回
香淡雅略带果味，熟成给了
“石田屋”更多回味。
只需细细品上一口，立马就能让人联想到“九头龙川”与它背后的皑皑雪山，
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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