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鐘樓 

 

報國寺的鐘樓位於本堂（正殿）前方，是寺內唯一一座傳統茅葺建築。本堂原本也

是茅草屋頂，但 1923 年的關東大地震摧毀了包括本堂在內大部分寺廟建築，寺廟重建

時，本堂換上了瓦片屋頂，唯有鐘樓除了在其人字形屋頂尖端舖了數排瓦片之外，茅草

頂猶存，透過茅草屋頂可以想像本堂重建前的模樣。 

寺內梵鐘在二戰期間被徵用融化，於戰後又鑄造了新鐘。依照傳統，敲響梵鐘是為

了提醒每天的修行時間，但由於報國寺周邊已成為住宅區，現在鐘聲只在特殊場合響起。

比如在慶祝新年的儀式中，梵鐘會於午夜敲響 108 下。佛教認為這象徵人遭受著 108 種

慾望之苦，而鐘聲會把這些煩惱一一消除，讓新的一年有一個嶄新的開始。 

在鐘樓旁邊的寺廟墓地裡有一棵銀杏樹，據說樹齡已有 300 年，每到秋天明亮金黃

的葉子就會鋪滿地面。時序來到春天，周遭盛開的櫻花和杜鵑花則將這片區域整個染上

粉紅色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