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汀池（寂光院） 

 

寂光院本堂（正殿）前的池塘和櫻花樹，出現在著於 13 世紀的《平家物語》之中。 

《平家物語》是一部基於史實的作品，它描述了平安時代（794-1185）末期，掌握政

治實權的平家走向滅亡的全過程。在「壇浦之戰」中，敗於源氏的平家一門幾乎全滅，只

有皇太后平德子（1155-1214）倖存。之後她隱遁於寂光院，獲賜法號建禮門院，削髮為

尼，度過餘生。在其獲封建禮門院後的嶄新人生裡，一直為 6 歲死於戰火的兒子安德天

皇（1178-1185）與平家一門祈禱冥福。 

《平家物語》的高潮，是後白河太上皇（1127-1192）遠赴養女平德子（建禮門院）所

住寺院探訪時的場景。太上皇到訪時正值晚春，院內紫藤、棣棠盛開，池畔比往年晚開

的櫻花也正在怒放。後白河太上皇有感於建禮門院波瀾壯闊的人生及其物是人非的境

遇，遂吟詠了一首和歌。 

「櫻滿汀，始盛開。」 

（櫻花灑滿汀池的時候，或許樹上的櫻花已謝，池面的櫻花卻是盛開之時。） 

這首描繪櫻花凋零散落的和歌，貼合了《平家物語》諸行無常、侘寂之美的主題。平家

雖已滅亡 800多年，今日，人們仍然會到寂光院觀賞櫻花，緬懷平家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