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馬溪觀音 

 

這座位於小山山頂的寺院為救馬溪觀音，由修驗道的開山鼻祖——役行者（生卒年不

詳，據說是活躍於 7 至 8 世紀的真實人物）創立。修驗道是一種以山岳信仰為基礎的民

間信仰，清修苦行不斷。役行者與其他修行者共同放棄了村落的安穩生活，遷入該洞窟，

潛心修行修驗道。相傳，役行者在該洞窟居住了長達 30餘年。 

寺院圍繞著山巒岩層而建，這些岩層甚至被巧妙地與建築結合，融為其中的一部分。

雖然發祥於修驗道，但今日的救馬溪觀音卻是一座佛教寺院。其境內還坐落著數座神社。

這些都是從江戶時代（1603-1868）遺留下來的產物。而在明治時代（1868-1912）實施的

全國改革中，佛教與神道教正式分離。 

這裡供奉著佛教之神——馬頭觀音菩薩。祂被譽為動物的守護神，因能消災解厄、驅

除不幸而深受尊崇。 

寺院內坐落著一座小型神社，緊鄰山岩。其岩壁飽經風化，形成如同蜂巢般的罕見外

形而備受世人崇拜。岩石上有一處渾然天成、上下顛倒的心形，在神道教中被稱為「豬目

｣，相傳能捎來好運。 

寺院和神社周圍的庭院裡種植著繡球花、櫻花和楓樹，可說是花團錦簇，蒼翠蓊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