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籬神社（sibagakijinja） 

  「開運松原六社參拜」的神社之一。根據社傳記載，這座神社是 6世紀前半，奉第 24代仁

賢天皇的詔令所建，祭祀第 18代反正天皇、依羅宿禰、菅原道真。 

  此地據說是 5 世紀前半，反正天皇用來作為首都的丹比柴籬宮的遺址。根據《古事記》記

載，反正天皇出生時就擁有珍珠般美麗的牙齒，因而得名為端齒別命。社務所對面有齒神社，

每年 8 月 8 日晚上 8 點 8分，會在萬燈籠之下進行齒神祭禮，據說就是源自天皇擁有美麗牙

齒的事蹟。 

  社務所該處直至明治初期為止，有神宮寺的廣場山觀念寺（真言宗）。南門是觀念寺的山門。

拜殿右側為慶安 5年（1652）、左側為寬文 11年（1671）建造的石燈籠。江戶時代前半，井原

西鶴參拜本神社時寫下「柴籬宮 種植木槿 柴垣之都哉」的俳句，被記錄於《河內鑑名所記》

（延寶 7年，1679 年）。拜殿掛著嘉永 7 年（1854）8 月、立部村 26 名信徒供奉的「三十六

歌仙圖」。 

  參集殿前設置刻有「天滿宮 享和元年（1801）九月」的洗手盆，被認為是將全國第 5大前

方後圓墳－河內大塚山古墳（西大塚）的石室建材轉用於墳丘上的菅原神社（明治 41年(1908

年)與柴籬神社共同祭祀）的洗手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