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麻美许曾神社（amamikosojinja） 

    开运参拜松原六社之一。以素盏鸣尊・天儿屋根命・事代主命为祭神。古时又称阿麻岐

志宫，历史悠久，天美地名即来源于此。据说始创于平安时代初期的大同年间（806～809）。

10 世纪前半期，还曾被定为源远流长的延喜式内社，当时举行祈年祭之际，接受过朝廷奉纳

的币帛。 

   神社境内，明治初年以前，曾有一座神宫寺，山号为天美山。立于南面及东面的大门为

该寺的山门。拜殿前方的一对狛犬（神殿前方的神兽）基座上，刻有“天美山”“阿阇梨快道

之代”“文化四年九月”等铭文，可见是社僧于文化 4年（1807）所立。 

   手水舍（神社入口处清净双手和口的场所）东侧立有“行基菩萨安住之地”石碑。民间

传说，江户时代，奈良时代的高僧行基曾居于此地。神社西北方大和川上的桥梁因此被称为

行基大桥。 

   拜殿前方立有注连绳石（注连绳是系有白色“之”字型纸带的秸杆制粗壮绳索，表示神

圣的界限），日俄战争后的明治 40年（1907），若宫春隆宫司在石碑上刻下从天美及今天大阪

市东住吉区矢田出征的信徒姓名，以示表彰。 

  东门“乡社阿麻美许曾神社”的社号标石（昭和 10 年、1935）由春日大社（奈良市）的

江见清风宫司手书，这是因为若宫司是在明治时代前半期，由春日大社的祢宜(中级神官)转

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