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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石脇公德馆所在地，曾是江户时代称为石宝山光德寺的修行寺院遗址。当时是神佛合一的时代，光德寺的僧侣们除了管理石脇中町的稻

荷神社、三轩町的神明社、绿町的猿田彦神社、弁庆川的秋叶神社、田尻的金比罗神社等神社外，还担任了神职人员。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为统一以神道为基础的思想，实行了神佛分离令。这导致了光德寺的废寺。 

明治 39年（1906年），制定了石脇区会条例，成立了石脇财产区，从财产区得到维护管理费的支持，因此旧光德寺改名为“公德馆”，成为石

脇地区的集会设施。该地区除了被用于各种集会和庆典外，还于明治 40 年（1907年）扩建了遥拜殿，用于新山神社的祭典和神事。 

昭和 30年（1955年），石脇财产区根据当地居民的要求，在公德馆内开设了石脇的第一所保育园。该园于翌年昭和 31年（1956年）迁至本荘

中学校东侧新建，成为了石脇保育园（现石脇东保育园）。  

现今的石脇公德馆是于昭和 44 年（1969 年）由老化的建筑物改建的，拥有大厅、中厅、遥拜殿、接待室和厨房等设施，用于各种活动、集会

和庆典。场内有神乐殿（右侧）、惠比寿堂（中央）和太子堂（左侧）镇守，这些是旧光德寺时代的遗迹。神乐殿供奉着石脇神乐的御头，惠比寿堂

由中町居民崇拜，太子堂则长期以来受到石脇的工匠职人们的崇敬。神乐殿旁有一块刻有“鸟海山”的大石碑，从此可以了解到旧光德寺与鸟海修

行的关系 

 

神佛习合是指，日本原有的神道信仰和外来的佛教信仰融合为一的宗教观念，据说始于奈良时代。 

神佛分离令是为了禁止神佛习合的习俗，明确区分神道和佛教、神和佛、神社和寺院而制定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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