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災解厄，為眾生祈福之寺 

 

741年，聖武天皇（701-756）下令興建周防國分寺。由於當時戰亂頻傳、天災及疫病

不斷，聖武天皇希望透過佛教為國土重拾和平安定，因此決定在日本各地建立國分寺

（由國家管理的官寺）。其中規模最大的當屬奈良的東大寺，當初以「大和的國分寺」為

人所知。總計共興建68座官寺，但在其後的1,300年間，大部分皆坍塌、燒燬，或被移遷

他處。 

周防國分寺及境內多數主要建築的地點與當初無異（僅寺院東西跨距較創建之初略有

縮短），屬實難能可貴。1997年至2004年期間進行金堂（或稱本堂）的拆解修理時，曾

發現並證實創建當初的直柱地基仍存於金堂正下方。 

18世紀後半，毛利重就重建本堂。因此建築入口樓梯上方的「向拜」出簷橫梁上，便刻

有毛利家的家紋。兩層樓的歇山式屋頂規模宏大，結構醒目。在拆修工程中，長年日曬

雨淋的舊瓦片被鋪於正面，背面則採用新瓦片。本堂供奉50多尊佛像，其中最重要的當

屬本尊藥師如來坐像。寺內之地已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家史跡」。而「重要文化財」金堂

則收藏了眾多佛像及寶物，例如，以藤原時代初期為首的木造日光菩薩、月光菩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