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為臣謝世為神 

 

菅原道真（845-903）是平安時代（794-1185）的學者兼政治家。其在903年去世後，

被後人神化，素有「天神」之尊稱。道真本是中層貴族學者之子，但他並未倚仗家族權勢，

而是憑己身才賦，努力晉升為朝廷高官「右大臣」。時任「左大臣」、家世更為顯赫的藤原

時平，視道真為眼中釘肉中刺。眼看道真平步青雲，時平漸生嫉恨。宇多天皇讓位於長

子醍醐天皇後，時平誣告道真，將其逐出京都朝廷，貶至接待中韓使節的九州行政機關

「大宰府」。 

道真離開京都前，曾懇求退位的宇多上皇為己洗刷汙名。其滯留於本州的最後一片土

地，便是當時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城市——防府。與道真有著血緣關係的當地土師氏族，

溫情迎接了道真的到來。道真滿心希望天皇能為己沉冤昭雪，遲遲不願渡海前往九州，

而於防府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 

901 年抵達太宰府的道真，於兩年後的 903 年，抑鬱而終。其逝世當天，在防府出現

了奇蹟。據說一道聖光射照向大海，附近山頂更蒙上一層神秘的雲霧。由於道真生前居

住的最後一片本州大地便是防府，世人認為這些跡象是他含冤而死後，魂魄仍殷殷盼望

重獲清白，重回舊地。同時，道真的魂魄如若歸來，須有供奉之地，於是，在道真去世

後僅一年的 904年，興建了防府天滿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