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篱神社（sibagakijinja） 

   开运参拜松原六社之一。据社史相传，系 6世纪前半期由第 24代仁贤天皇敕命创建。供

奉第 18代反正天皇・依罗宿祢・菅原道真。 

   传说这里是 5 世纪前半期，反正天皇的皇宫丹比柴篱宫的旧址。据《古事记》记载，反

正天皇出生之时，就有着珍珠般漂亮的牙齿，因此取名为端齿别命。社务办事处的正对面有

一座齿神社，每年 8 月 8 日晚上 8 点 8 分，千万盏灯笼照耀下，社内会举行齿神祭礼，这也

是起源于天皇的齿如珠贝。 

   社务办事处所在地，明治初年以前曾是神宫寺广场山观念寺（真言宗）。南门为观念寺的

山门。拜殿右侧的石灯笼建于庆安 5年（1652），左侧石灯笼建于宽文 11年（1671）。江户时

代前半期，井原西鹤曾前来参拜神社，并吟诵诗句：“柴篱宫 木槿婆娑穿花过 柴垣之都哉”，

见载于《河内鉴名所记》（延宝 7 年、1679 年）。拜殿内悬挂着嘉永 7 年（1854）8 月，26 位

立部村信徒所奉纳的“三十六歌仙图”。 

   参集殿前安置的手水钵上刻有“天满宫 享和元年（1801）九月”，一般认为，这是全国

第五大前方后圆坟河内大塚山古坟（西大塚）的石室材料。曾被用作供奉于坟丘之上的菅原

神社（明治 41年（1908）与柴篱神社合祭）的手水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