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麻美許曾神社（amamikosojinja） 

  「開運松原六社參拜」的神社之一，祭祀素盞鳴尊、天兒屋根命、事代主命。古時也稱為

阿麻岐志之宮，天美（與阿麻美同音）此一地名即來自此古神社。據說創建於平安時代初期

大同年間（806～809）。10世紀前半曾獲指定為可在祈年祭時獲取國家供品的正統且歷史悠久

的延喜式內社。 

  明治初期為止，境內設有山號為天美山的神宮寺。南邊及東邊的門是本寺的山門。拜殿前

的一對石獅台座上有「天美山」、「阿闍梨快道之代」「文化四年九月」的銘文，可知是社僧在

文化 4年（1807）建立的。 

  手水舍東側建有「行基菩薩安住之地」的石碑。江戶時代流傳著奈良時代高僧行基曾居住

當地的傳說。神社西北邊的橫跨大和川上的橋也因此稱作行基大橋。 

  拜殿前建有注連繩石，日俄戰爭後的明治 40 年（1907），若宮春隆宮司為了表揚從天美及

今日大阪市東住吉區矢田出征的信徒，在上面刻有出征信徒的名字。 

  東門的「鄉社阿麻美許曾神社」社號標石（昭和 10年、1935）是春日大社（奈良市）的江

見清風宮司所書。這是因為明治時代前半的若宮司是由春日大社的禰宜此一神職出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