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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脇公德館位處的此地，在江戶時代是被稱作石寶山光德寺的修驗寺院遺址。當時處於神佛習合的時代，光德寺的僧侶也同時兼任石脇中町的稻荷神

社、三軒町的神明社、綠町的猿田彥神社、弁慶川的秋葉神社、田尻的金比羅神社等地的神官。 

明治維新後，為了統一思考模式，改為自古以來以神道為基礎，新政府實施了神佛分離令，將神道與佛教劃分開來，其結果導致光德寺廢寺。 

明治 39 年（1906 年）由於制定了石脇區會條例，成立了石脇財產區一組織，而由於該組織支出的維持管理費，舊光德寺得以改名為「公德館」，作為石

脇地區的集會設施。除了供該地區的各項會議使用之外，明治 40 年增建了遙拜殿之後，亦活用於新山神社的祭典以及神道儀式。 

昭和 30 年（1955 年）石脇財產區隨著地區居民的要求，於公德館開設了石脇首座幼稚園。該園於隔年 31 年（1956 年）移建至本莊中學校的東側並

翻新，成為了石脇保育園（現今石脇東保育園）。 

現今的石脇公德館是於昭和 44 年（1969 年）翻新老朽部分而成的建築，內有大廳、中廳、遙拜殿、接待室、調理室等空間，用於各種活動會場、會

議、祭典儀式等。用地範圍內有著象徵舊光德寺時代的神樂殿（右側）、惠比壽堂（中央）、太子堂（左側）等鎮座。神樂殿中供奉著石脇神樂的御頭，惠

比壽堂受到中町為首的居民們崇拜，太子堂則是長久以來備受石脇的木工職人們崇敬。神樂殿側有一座大石碑，上方有著「鳥海山」的銘刻，象徵了舊光

德寺與鳥海修驗的深遠關係。 

 

 

所謂的神佛習合，意指日本原生的神明信仰－神道，以及自外國傳入的佛教信仰合而為一的宗教認知，據說自奈良時代便已經開始流傳。 

神佛分離令便是禁止神佛習合的風俗習慣，將神道與佛教、神與佛、神社與寺院分明區別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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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