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堂八幡宮（gadouhachimanguu） 

  「開運松原六社參拜」的神社之一，祭祀品陀別命，由京都的岩清水八幡宮迎來分靈。延

享元年（1744）的「兩我堂村明細帳」中記錄為「十五社明神」，享和 2 年（1802）的「東我

堂村明細帳」則亦有記錄為「氏神十五社神」，江戶時代稱作十五社。 

  明治初年稱作八幡神社之後，於大正 2 年（1913）改稱產土神社，後來則稱為我堂八幡宮，

沿用至今。同時也以消災解難的除厄宮聞名。 

  直到明治初年為止，作為神宮寺（宮寺）的黃檗宗寺院曾坐落於現在的社務所地點。該寺

本尊的阿彌陀如來像是 61.5 公分的坐像，背後刻有「本尊阿彌陀如來 神宮寺置之 永和三丁

巳年 施主成田誓玄居士」的銘文，意味著成田氏在南北朝時代（北朝年號）永和 3 年（1377）

捐贈。該像已移至附近的善正寺（天美我堂）。 

  現在的西鳥居是舊時的參道。此鳥居旁放置 6 塊力石，是東我堂村、西我堂村的年輕人測

試力氣用的橢圓形天然岩石。石頭上皆刻有文字，寫著「明治石 東連中□□□」、「金剛石 東連

中」、「八幡石 西連中」、「龍王石 西連中」、「力石 東連中」、「力石 西連中」，應為明治時代

初期的刻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