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仓神社（miyakejinja） 

   开运参拜松原六社之一。传说始建于平安时代前期的天庆 5 年（942），以菅原道真为祭

神。同时供奉素盏鸣尊·品陀别命。据说此地是古坟时代天皇家直属依网屯仓的旧址，屯仓

（三宅（发音相同））之名也是来源于此。早在供奉道真之前，即有穗日社供奉土师氏（后改

姓菅原氏）的祖神天穗日命。 

   主殿内安置有等身大的菅原道真坐像，插接样式的头部是南北朝时代的原物。经近代修

复的体内，存放着元和 8 年（1622）所书丹生讲式及木简法华经 8 卷、舍利 2 颗。并有近代

初期近卫信寻自画自题的渡唐天神像、后阳成天皇御笔的菅原道真画像、近卫基熙的“南无

天满大自在天神”名号等与道真相关的众多传世物品。拜殿前遗留的石头，传说是穗日社时

代，道真左迁九州之际，路过这里时曾经坐过的。因此得名“神形石”，文久 2年（1862）妻

屋氏在此树了一块标石。 

   其他还有南北朝时代的阿弥陀三尊画像及弘法大师像、江户时代皇室使用过的草履“御

召绪太”等。迁移至西方寺（三宅中）的平安时代后期的十一面观音像，是过去该社的神宫

寺梅松院（现社务办公室所在地）的本尊。 

   主殿北侧，合祭着同样坐镇三宅的延喜式内社酒屋神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