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忍神社（nunosejinja） 

   开运参拜松原六社之一。以素盏鸣尊和八重事代主尊・武瓮槌命为祭神。社史流传，信

徒以白布铺地，将原本在北方天美地区天见丘上的神灵奉迎至本地，因此以布忍为社名，并

将村落命名为向井村（现在的北新町）。 

   主殿为继承桃山样式的江户时代初期的一间社流造建筑。圆柏树皮覆顶。蛙形拱柱上嵌

有代表素盏鸣尊的佛教常见的梵字，这种神佛共在的表现形式颇为珍贵。另外，主殿正面悬

挂着“布忍宫”匾额，这是宇治（京都府）的黄檗宗本山・万福寺第五世高泉性潡的亲笔。

主殿的内殿两侧所绘唐狮子图案，据说是狩猎探幽所绘。主殿与宽文 3 年（1663）5 月 9 日，

清水村（现南新町）的信徒木下氏为祈求武运常胜及无病息灾而奉纳的木片一起被列为大阪

府指定文化遗产。平成 17 年（2005 年），使用年轮年代测量法对主殿使用的木材进行调查发

现，木料采伐于南北朝时代 1372 年＋α（50～100 年）的山野之间。 

   拜殿上悬挂着宝永 2 年（1705）11 月 13 日奉纳的“布忍八景”匾额。布忍神社周边的

八景－宫里白樱、孤村夕照、野塘春日、平田秋月、南山残雪、西海晚望、竹林黄雀、笼池

白鸥，分别绘制于 4 块榉木板之上，每块板绘有 2 景。共制作 2 套，现存 6 块匾额为松原市

指定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