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院河原 

 

寺院中心矮牆內是一片特殊的區域，名叫「西院河原」。這是一處紀念地，專門用來

接納過去數個世紀以來散佈在化野地區各處將近 8000 座的石佛和石塔。石佛和石塔排

列得整整齊齊，其中也間雜著一些微型五層佛塔、圓形墓碑和樣式簡單的佛像。 

早在平安時代（794-1185）開始，化野地區就被視作墓葬地。起初，人們只是將亡

者屍身留在山間，後來開始建造簡單的墳塋埋葬逝者，有時也會在墳上留下石佛和石塔

等標記。一個又一個世紀過去，這些石佛和石塔漸漸被泥土荒草掩埋。大約在 100 年以

前，人們開始有計畫地尋找並搜集該地區散落的墓碑，並移到安全的地方，以便後人緬

懷祭祀。就這樣石佛和石塔匯聚到了化野念佛寺，被精心安置在特別劃定的地方。這片

區域中心矗立著一座高大的十三層佛塔，上有一尊阿彌陀佛坐像，俯瞰著這片土地。 

得名「河原」，是因為與佛教傳說中地獄的「賽之河原」（即三途川）有些相似。傳

說，早夭孩童的靈魂都會被送到這片位於地獄邊界的河岸原野上，因為他們犯下了讓父

母傷痛的罪過，所以必須在這裡沿著河岸堆石頭，一塊一塊地疊出小小的佛塔，以此贖

罪尋求解脫。可是出沒河岸的惡鬼常常推倒佛塔，摧毀他們的努力。在這些傳說故事裡，

地藏菩薩最終總會來到河原，安撫並指引這些幼小的靈魂超脫。化野念佛寺的這片區域

倒不是專為孩童所建，也沒有暗示是地獄的意思，取名「河原」只是因為這成排的石佛

和石塔。請務必謹記，西院河原內禁止拍照。 

每年 8 月底，西院河原會舉行名為「千燈供養」的特殊祭奠儀式。期間，無數蠟燭



將為逝者點燃，照亮夏日的暗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