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岩殿寺及其周边 

 

坐落于中岳及其活火山口附近的古坊中区域，曾是阿苏地区宗教活动举足轻重的据点

之一。到室町时代（1336-1573）为止，古坊中地区已建有多达八十八处具有宗教性质的

宿舍，称为“坊”或“庵”，专为修验道（山岳修行）的修行者修炼所用。沧海桑田，这些建

筑物多次遭受损坏，年久失修，如今仅存断井颓垣。 

1600年，熊本地区的大名加藤清正（1562-1611）复兴了古坊中的参拜圣地。其中被认

为是九州最古老佛教寺院之一的西岩殿寺，便是复兴建筑中的佼佼者。 

每年的 4月 13 日，西岩殿寺都会举办“阿苏山观音祭”(渡火)。修行者赤足行走于火上，

因为人们相信只要心境沉着，抛开世俗杂念，即便碰触烈火也能感觉凉爽。在这场祭典

上，更有于铁锅中盛满水，点火加热，参与者静坐其中的诵经仪式。通过该仪式，据说

可庇佑今后一年无病无灾。 

正殿曾位于寺院长而陡峭的石阶顶端，2001 年，疑似因人为纵火而遭焚毁。目前仅存

留建于 1889 年的后殿。知名作家夏目漱石（1867-1916）曾在小说《二百十日》中言及此

寺，令寺院的内部风貌万古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