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迎寺與高木氏丹南藩陣屋（raigoujitotakagishi・tannanhanjinya） 

  丹南的來迎寺最初於奈良時代由行基所建，名號為毘沙門院。到了平安時代末期天承元年

（1131），融通念佛宗開山祖師良忍在此建造安置阿彌陀如來的佛堂，稱作融通念佛十鄉辻本

大勸進毘沙門阿彌陀寺。 

  融通念佛宗曾經一度衰退，在鎌倉時代末期由大念佛寺（大阪市平野區）第 7 代的法明致力

復興其勢力。由於相傳為良忍聖跡的阿彌陀寺已經荒廢，因此法明由菅生神社（河內國丹南

郡，現在的堺市美原區菅生）迎來阿彌陀如來畫像，復興該寺。正中元年（1324），寺號由阿

彌陀寺改為河內十箇鄉六本別寺諸佛山護念院來迎寺。 

  到了江戶時代，來迎寺因為是與法明頗具淵源的寺院，成為融通念佛宗的中本山，以河內

國丹北、丹南、八上郡、攝津國東成、西城、百濟、住吉郡的 39 座寺廟為分寺。寺內至今仍

傳承法明大衣，院內的墓地也有法明的供養塔。 

  本堂後方的庭園有相傳樹齡 600 年的檜柏樹，成為大阪府自然紀念物。 

  元和 9 年（1623），開創江戶幕府的德川家康將丹南之地賜給自三河（愛知縣）以來就是直

屬部下的高木正次。高木氏成為1萬石大名的丹南藩主。丹南藩在來迎寺東側設置陣屋（藩廳），

一直延續到明治初年的廢藩置縣為止。 

  丹南藩在整個江戶時代的領土範圍幾乎囊括河內國丹南郡、丹北郡、志紀郡 20 多座村莊。

高木氏將來迎寺作為菩提寺，因此本堂擺放著歷代藩主牌位，第一代正次及第 11 代正明的五

輪塔也祭祀在來迎寺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