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祿八年（1695）七月發生了一場幾乎燒毀
了全部藪原宿的火災。做為其後驛站重建時
的防火對策，各戶按每一間一寸的比例提供
了空間，在上橫水及下橫水（現在的雙水
道）兩處建造了有十字路口的寬廣巷道。 
 
 在文化年間，更是為了防止中心街道發生
火災，而在上橫水的寬廣巷道北邊堆土建立
石牆，並在其上築起高大的土牆作為防火
牆。當時，人們稱這個牆為「高塀」。 
 
宮田敏的「岨俗一隅」中記載著可一窺此景
的繪圖，現在石牆的一部分還殘留著。 
 
 在滅火設備不充足的驛站也相當注意防範
火災，採取了很多措施，例如對用水路下工
夫、在建築物上設置卯建（防火牆）、保留
滅火廣場的空間等方式。 
 
 像藪原宿這樣的防火高土牆的例子非常稀
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