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辰敬拜 

 

許多大阪人都會去住吉大社祈求事業成功。人們相信只要每月參加被稱為「初辰敬

拜」的祭禮，就一定會生意興隆。 

初辰敬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7 至 19 世紀中期，當時大阪已經是一座繁華的商業城

市。住吉大社除了供奉四座本宮的主神之外，還有一些附屬的小神社供奉著其他神祇。

18 世紀，大阪商人開始在每月第一個「辰日」參拜其中的三座小神社，這是根據 12 天

週期的中國舊曆制定的。初辰的意思是「第一個辰日」，日語中與「成長、發達」同音。

三座小神社供奉的都是農業之神，但農業種收的理念也被隱含在商業之中。 

 

每月祭祀活動 

20 世紀早期，淺澤社也被列入初辰敬拜，因此現在需要參拜四座小神社。在住吉大

社官網公佈的每月初辰之日，參拜者按照順序依次來到種貸社、楠珺社、淺澤社和大歲

社祈禱和供奉。其中，淺澤社和大歲社離住吉大社很近。在初辰敬拜的日子，小販們擺

出食品和紀念品攤位，營造出節日一樣的氣氛。 

「初辰敬拜」的昇級版是「收穫敬拜」。參加初辰敬拜後可以得到一張「稻種引換

劵」，用它可以在下個初辰日於種貸社換取一粒稻穀，然後用稻穀在楠珺社繼續換取一把

稻穗，最後用稻穗在大歲社換取一小袋在住吉大社御田裡種植的「御神米」。據說回家後

吃下御神米煮的飯，就能得到神明的回應。還有不少人會選擇在「一粒萬倍日」食用御

神米。這是源自「一粒萬倍」的諺語，意思是一粒稻穀可以成長為一萬倍之多。一粒萬

倍日的具體日期可見住吉大社官網。 

如果你在 4年內每個月都做初辰敬拜，連續 48個月不間斷，據說就能繁榮一生。這

種信念基於另外一個雙關語，在日語中「四十八辰」聽起來就是「始終發達」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