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林寺與十一面觀音立像（dairinjitojuichimenkannonritsuzou） 

 

  大林寺（北新町向井）隸屬融通念佛宗，山號為布忍山。這裡是河內西國三十三所巡禮的

第五號名剎，本尊為阿彌陀所來立像（江戶時代後期），另外也祭祀不動明王坐像（江戶時代

中期）及弘法大師坐像（江戶時代中期）。 

  直到明治時代初期為止，丹北郡向井村的當地曾有一座融通念佛宗的念佛寺，但後來遭到

廢寺，因此於明治 11 年（1878）遷移原本在現今堺市美原區大饗（昔日的河內國丹南郡）的

大林寺。 

  向井村原本在西除川對岸的布忍神社西南有一座永興寺（布忍寺）。永興寺相傳是平安時代

後期寬治 3 年（1089）由永興律師所創建。雖然曾一度衰微，不過在鎌倉時代的弘安年間（1278

～88）由大和西大寺的叡尊復興。江戶時代稱作「布忍觀音」受到信仰。然而在明治 6 年（1873）

遭到廢寺，當時有許多器具由大林寺接收。 

  大林寺本堂所供奉的十一面觀音像是平安時代後期、10 世紀末到 11 世紀初的作品，原本是

永興寺的本尊。江戶時代也曾流傳十一面觀音像的木版印刷，在「河內鑑名所記」、「河內名

所圖會」也有介紹。 

  這尊佛像是頭部與體幹由一整塊檜木雕刻的「一木造」，高 171.5 公分，是一尊等身大小的

佛像，應為出於中央佛師之手製作的「奈良系佛像」。 

  即使在大阪府內，頭上有多達 11 具頂上化佛與頭上面的等身十一面觀音像也相當罕見。由

於這尊佛像在探討南河內地區平安佛教文化時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松原市在平成 21（2009）

年 2 月將之指定為市指定有形文化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