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倉神社 

  「開運松原六社參拜」的神社之一。據說創建於平安時代前半的天慶 5 年（942），祭祀菅原

道真，另外也祭祀素盞鳴尊、品陀別命。當地據說是古墳時代天皇家直轄的依網屯倉舊址，

屯倉（與三宅同音）的名稱也由此而來。在祭祀道真之前，原本設有祭祀土師氏（後來改姓

菅原氏）祖神天穗日命的穗日神社。 

  本殿安置著等身大的菅原道真坐像，插頸樣式的頭部製作於南北朝時代。近世後來補上的

體內收藏著寫於元和 8 年（1622）的丹生講式、寫在木片上的法華經 8 卷、舍利 2 顆。另外

也收藏了近世初期近衛信尋自畫贊的渡唐天神像、後陽成天皇執筆的菅原道真畫像、近衛基

熙的「南無天滿大自在天神」名號等多件道真相關的傳承物。拜殿前保留著穗日神社時代、

道真遭貶謫至九州之際，途經造訪本座神社時坐下的石頭。這塊石頭稱作「神形石」，由妻屋

氏在文久 2 年（1862）建立標石。 

  另外還有南北朝時代的阿彌陀三尊畫像、弘法大師像、江戶時代皇室所使用的草鞋「御召

緒太」等。移至西方寺（三宅中）的平安時代後期十一面觀音像原本是本座神社神宮寺的梅

松院（現在社務所所在地）本尊。 

  本殿北側共同祭祀同樣曾坐落於三宅的延喜式內社的酒屋神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