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迎寺与高木氏・丹南藩阵屋（raigoujitotakagishi・tannanhanjinya） 

   丹南的来迎寺最初于奈良时代由行基创建，号毘沙门院。传说后来平安时代末期的天承

元年（1131），融通念佛宗的开山祖师良忍建佛堂供奉阿弥陀如来，并称之为融通念佛十乡辻

本大劝进毘沙门阿弥陀寺。 

   融通念佛一度衰微，镰仓时代末期，成为大念佛寺（大阪市平野区）7世祖法明，努力推

动宗派复兴。由于被称为良忍圣迹的阿弥陀寺荒废破败，法明从菅生神社（河内国丹南郡、

现堺市美原区菅生）迎请通灵的阿弥陀如来画像到此，使该寺得以中兴。正中元年（1324），

将寺号由阿弥陀寺改为河内十箇乡六本别寺诸佛山护念院来迎寺。 

   进入江户时代后，来迎寺作为与法明渊源匪浅的寺院，成为融通念佛宗的中本山，将河

内国丹北・丹南・八上郡、摄津国东成・西成・百济・住吉郡等地的 39座寺院纳为分寺。法

明的袈裟传承至今，同时寺内墓地可见法明的供养塔。 

   本堂背面的庭院中，有一株据传树龄 600年的圆柏，是大阪府天然纪念物。 

   另一方面，开创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于元和 9年（1623），将丹南之地赐予自三河（爱

知县）起始终追随自己的直属武将高木正次，高木氏以 1 万石大名身份成为丹南藩主。丹南

藩在来迎寺东侧设置阵屋（兵营），直到明治初年废藩置县为止。 

   丹南藩在整个江户时代，几乎都以河内国丹南郡・丹北郡・志纪郡的 20几个村落为领地。

由于高木氏以来迎寺作为菩提寺，因此本堂中排列着各代藩主的牌位，从初代藩主正次到 11

代正明的五轮塔也被供奉在来迎寺墓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