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保神社（aojinja） 

  「開運松原六社參拜」的神社之一，祭祀菅原道真。根據社史記載，道真在平安時代前半

被貶謫到九州大宰府之際，為了向住在道明寺（藤井寺市）的嬸嬸覺壽尼告別，從京都經由

難波、通過阿保之地時在此處休息，因而建造本社。 

  阿保的地名源自平安時代初期、51 代平城天皇之子阿保親王曾居住此地的傳說。做為六歌

仙之一而聞名的在原業平是親王的五男。延寶 7 年（1679）出版的《河內鑑名所記》當中，

可以看到住家密集林立的阿保村聚落、據說是親王為了農民灌溉而挖掘的親王池（又稱稚兒

池，原本位在海泉池南側的長尾街道沿途，現在已荒廢）、及其附近相傳為親王墳墓的河內大

塚山古墳（西大塚）的插圖。 

  本殿右側合祀著與嚴島神社並列，以阿保親王為主神的親王社。本殿前方豎立「史蹟阿保

親王住居跡」的石碑。掛於拜殿的「阿保神社」匾額為據說是阿保親王後代、源姓的西阿保

村的保田氏在江戶時代末期書寫的。本殿後方聳立的神木樟樹高 16公尺，樹幹周長 4公尺 50

公分，根株長達 6公尺，是市內數一數二的巨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