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忍神社（nunosejinja） 

  「開運松原六社參拜」的神社之一，祭祀素盞鳴尊、八重事代主尊、武甕搥命。根據社史

流傳，神社原本在北方天美地區的天見丘，鋪白布後迎至當地，因此社名取為布忍，村名取

名為向井村（現在的北新町）。 

  本殿為繼承桃山樣式的江戶時代初期一間社流造建築。屋頂覆以檜木樹皮，駝峰上嵌有代

表素盞鳴尊的佛教梵文。由於是採神佛混淆形式的建築，因此相當珍貴。此外，本殿正面掛

著「布忍宮」的匾額，此物是宇治（京都府）黃檗宗本山萬福寺的第 5 代高泉性潡所書。本

殿中央兩側畫的唐獅子據說是狩野探幽所繪。本殿與寬文 3年（1663）5月 9日由信徒清水村

（現在的南新町）木下氏祈求武運長久、無病消災等而供奉的木片同為大阪府指定文化財。

平成 17年(2005年)，本殿使用的木材經過樹輪年代測定法調查，其結果得知是在南北朝時代

1372年＋α（50～100年）從山野砍伐而來的。 

  拜殿掛著寶永 2年（1705）11月 13日供奉的「布忍八景」匾額，將布忍神社周邊的宮裡白櫻、

孤村夕照、野塘春日、平田秋月、南山殘雪、西海晚望、竹林黃雀、籠池白鷗等八景收入 4 面櫸

板，每 1面納入 2景，共製作 2組。現存 6面獲指定為松原市指定文化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