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荘城下町 解说板 7  本荘城下的总镇守「八幡神社」 

 

 

本荘八幡神社建于庆长 12年（1607年），随着本城满茂建设城下町，从赤宇津大野原（现在的由利本荘市松崎）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即本城

城的鬼门（东北方向）。在元和 9 年（1623 年）入主的六乡氏也被尊奉为氏神，作为本荘的总镇守备受崇敬。从藩主献上的大绘马可以看出，本荘

八幡神社一直被视为崇敬的神社。每年九月举行的庆典是该地区最盛大的节日，旧城下的足轻町和町人町的许多居民都参与其中，有山车和大名队

伍等游行。 

在江戸时代，神社前的东西通道被称为“八幡町”。根据城下图，神社的境内被树木环绕，参道两侧有参拜道和两座鸟居，与现在的风景非常

相似。此外，境内还有认为是别当寺（管理神社的神宫寺）的“八幡寺”和“护摩堂”等堂舍，描绘了神佛习合（神道与佛教相融合时代）的神社

样貌。 

在境内社的句須志神社前，有一座 16世纪由北国船从越前国（福井县）运来的笏谷石制的狛犬坐镇（福井市指定有形文化财）。此外境内入口

处有一块石制的标柱，记述了明治 27年（1894年）8月 25日发生的大洪水导致的 3米多的淹水损害。这块标柱作为自然灾害传承碑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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