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殿（和間神社） 

 

浮殿是宇佐神宮的一處小型攝社※，原坐落在一片名叫「和間濱」的海灘上。漲潮時，

神社仿佛漂浮在波浪之間。隨著 19世紀排水開墾土地工程的發展，海岸線逐漸後退，當

年的海灘如今已經變成了寄藻川的河岸，但立柱支撐的朱紅色本殿（正殿）依然如同漂

浮在河面上。浮殿的正式名稱為「和間神社」，取自于當年的地名。 

浮殿建於 8世紀中期，創建初衷是為了舉辦宇佐神宮每年一度的「放生會」。這項儀

式旨在安撫隼人亡靈，他們原本是居住於九州南部的貴族，在西元 720 年代的「隼人之

亂」中遭鎮壓身亡。如今，放生儀式已經成為每年秋天「仲秋祭」的一部分。仲秋祭為

期三天，第一天，八幡大神坐上神轎自上宮出發，在浩蕩的遊行隊伍的簇擁下來到浮殿；

第二天，神宮神職人員和外來僧侶在本殿主持了淨化儀式後，將被視為重生隼人之靈的

馬蹄螺和蛤蜊放入河中；第三天，八幡大神乘坐神轎經停百體神社後返回宇佐神宮。 

過去的浮殿規模較大，有數個社殿，後來漸漸縮小，現在只剩一座本殿和一間拜殿。

儘管如此，浮殿的地位依然重要，九州地區實力強大的領主們也曾幾度出資修葺神社。

如今的浮殿重建於 1938年，1964年經歷過一次整修。 

 

※攝社：和「末社」一樣，是本社的附屬神社，供奉與本社主祭神有淵源的神明，與末

社相比，攝社與本社的關係更為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