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吉御文庫 

 

自 17 世紀以來，大阪的圖書出版業一直很興旺。1723 年，一群來自大阪、京都、

江戶（今東京）三大主要城市的出版商共同出資在住吉大社建造了一個書庫，這就是

「住吉御文庫」，也是大阪最古老的圖書館。 

住吉大社自古就與詩歌、文學和娛樂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出版商們通過捐獻初

版圖書來供奉神明，以確保出版成功。這項舉措還帶來了一個實際的好處：由於江戶時

代（1603-1867）的書籍用木版印刷，木板會隨著連續印刷而磨損。如果某一本書暢銷，

就可以用存放在大社裡的嶄新的初版製作一個木版副本。 

在此後 300 年裡，住吉大社的藏書增加到 5 萬多冊，最初的倉庫已經無法容下所有

書籍。住吉御文庫中也保存著部分副本，但都是過去、特別是江戶時代晚期的熱門歷史

書籍中唯一或者最佳版本。如今，關西的出版商仍在繼續向住吉大社捐獻書籍，大部分

都存放於現代化設施中。每年 5 月，人們會從書庫和檔案庫中取出藏書進行檢查並予以

通風乾燥。義工們翻閱書頁，清除鑽進書裡的昆蟲，並在陽光下晾曬書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