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莊城下町 解說板７   本莊城下的總鎮守「八幡神社」 

 
 

本莊八幡神社，在慶長 12 年（1607 年），伴隨本城滿茂建設了城下町，從赤宇津大野原（現今由利本莊市松崎）遷移至本城城的鬼門（東北

方），也就是當前位置。將元和 9 年（1623 年）新入主此地的六郷氏也作為氏神崇拜的這間神社，被人們視為本莊的總鎮守，崇敬至今。從藩主們

所供奉的大繪馬亦可得知此處作為崇敬神社一直備受重視。現今每年 9 月舉辦的祭典，仍有舊城下的足輕町、町人町等的大量族人們參加，有山車

及大名行列（當時地方統治者率大批人馬的盛大遊行）等，是該地區最大的祭典。 

在江戶時代，神社前東西走向的道路稱作「八幡町」。在城下繪圖中，可看見樹木圍繞的神社境內的參道、兩座鳥居，參道兩側設有堂舍等，與

現今風景可說是如出一轍。此外，畫中亦能看見境內的別當寺（用來管理神社的佛寺）「八幡寺」或「護摩堂」等堂舍，讓我們能夠一窺神佛習合（日

本神道和佛教合一的現象）時代的神社如何運行。 

境內神社中的句須志神社前，有一座 16 世紀時，由北國船從越前國（福井縣）運送至此的笏谷石製狛犬像鎮座以外，亦有留下石製的標示柱，

紀錄境內入口由於明治 27 年（1894 年）8 月 25 日發生的大洪水帶來高達三公尺的浸水損害，其作為自然災害傳承碑備受矚目。 

 

 
 
 
本說明板，是受公益財團法人東日本鐵道文化財團的地方文化事業援助所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