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堂八幡宫（gadouhachimanguu） 

 

   开运参拜松原六社之一。以品陀别命为祭神。迎请京都的岩清水八幡宫神灵进行分祀的

神宫。延享元年（1744）的《两我堂村明细账》中有“十五社明神”、享和 2 年（1802）的

《东我堂村明细账》中也有“氏神十五社神”的记载，江户时代被称为十五社。 

   明治初年称作八幡神社，其后大正 2 年（1913）改称产土神社，后来又改名我堂八幡宫

直至今日。也是有名的驱邪消灾的除厄宫。 

   明治初年以前，现在的社务办公室为神宫寺（宫寺）黄檗宗寺院。该寺本尊阿弥陀如来

像为高 61.5 公分的坐像，坐像背面刻有“本尊阿弥陀如来 神宫寺置之 永和三丁巳年 施主成

田誓玄居士”的铭文。应是成田氏于南北朝时代（北朝年号）的永和 3 年（1377）所进献。

本像现被移至附近的善正寺（天美我堂）。 

 目前的西鸟居（神社入口牌坊）曾是古时的参拜道，该鸟居边上放置有 6 块石墩，是东我

堂村、西我堂村的青年们用来比试举重的椭圆形天然岩石。每一块石墩上都刻有文字，分别

为“明治石 东连中□□□”“金刚石 东连中”“八幡石 西连中”“龙王石 西连中”“力石 东

连中”“力石 西连中”，推测是明治时代初期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