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國神社的建築 

 

小國神社內建築物眾多，核心建築就是本殿（正殿），裡面供奉著農業之神、建國之

神「大己貴命」（也稱大國主命、等），祂也是神道教的主神之一。本殿採用「大社造」

的建築方式，即兩根稱為「千木」的交叉木柱組成的尖頂，裝飾在山形屋頂的兩端。大

社造是最古老的神社建造方式，據説起源於古代用於祭拜的宮殿。 

大社造建築的屋頂通常覆蓋樹皮，小國神社也不例外，屋頂覆蓋著取自神社旁森林

裡的柏樹（日本稱檜木）樹皮。匠人們小心翼翼地從樹上剝取樹皮，晾乾後再層層鋪疊

在神殿屋頂上，被剝皮後的柏樹依然能長出新樹皮以再度利用。因此，大社造成為一種

自然永續的建築方式，傳承至今已有 1300 多年歷史。2020 年 12 月，「檜皮採集、檜皮

修葺」置換屋頂的技藝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小國神社每 30至 60年重建一次，以確保其建築風格可以世代留存。2019年，為慶

祝新天皇即位，小國神社開始了為期 5 年的「令和屋頂替換」工程，計畫將神社中的神

殿屋頂全部替換成新的柏樹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