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彌勒寺遺址 

 

在過去長達數世紀的時間裡，宇佐神宮域內曾經坐落了一座名為「彌勒寺」的大佛

寺。如今，遊客依然能在吳橋和八坂神社之間一窺寺院遺跡。在其大部分歷史中，這座

佛寺都是宇佐神宮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到來自皇室、貴族和武士家族的支持，因此在政

治和經濟上的權勢十分強大。 

彌勒寺曾經佔有大片土地，影響力蔓及九州乃至全國。史料及地圖顯示，這座寺院

擁有數十處建築，佛堂、佛塔、僧侶的生活空間等場所曾分佈在如今的西參道兩旁。寺

院金堂（大雄寶殿）供奉著藥師如來，講堂供奉彌勒佛，在佛教經義裡，彌勒佛是下一

任佛陀，將在遙遠的未來降生人世。 

 

宇佐神宮的主佛寺 

彌勒寺的前身是一座名叫「彌勒禪院」的古寺。西元 725 年，小椋山上建起了宇佐

神宮的第一座社殿。738 年彌勒禪寺就隨之搬到了小椋山和寄藻川之間的平原。不久，

彌勒寺就成為了最初成立的神宮寺之一。所謂「神宮寺」，就是與神道教神社關係密切的

佛教寺院，多坐落於神社域內或相距不遠處。宇佐神宮也因此成為了一處「神社—佛寺

綜合設施」。這類被稱為「神佛習合」的神社，是神道教與佛教融合的產物。這種宗教形

態於 8 世紀左右在九州地區成形，並逐漸傳播至全日本。在此類神社裡，佛寺僧侶會參

與神道教的祭典、儀式，掌管財務，有的還會全權掌控整個機構。至 9 世紀晚期，彌勒

寺已經成為宇佐神宮日常運作的核心，擔負起宗教和管理的雙重職能。 

 

彌勒寺的式微與終結 

在 12世紀平家與源氏的權力鬥爭中，宇佐神宮的宮司（神宮最高負責人）選擇支持

平家，因而被捲入衝突之中的宇佐神宮和彌勒寺在 1184 年慘遭焚毀。時隔一年後的

1185 年，平家戰敗。儘管這處神社—佛寺綜合設施隨後被重建，但彌勒寺的影響力已不

復從前。寺院漸漸失去了它擁有的土地，建築也逐漸縮減，到 19世紀中期時，已經沒有

人試圖重振這座佛寺往日的輝煌了。1868 年，明治政府頒佈分離神道教和佛教的「神佛

判然令」，至 1871 年，宇佐神宮內的所有佛教建築及相關物品均被移除。彌勒寺舊址上

建起了如今的社務所、寶物館和美麗的庭園，曾經輝煌的寺廟只剩下殘座。不過，彌勒

寺裡最珍貴的佛像都被保存了下來——彌勒佛坐像如今供奉在相距不遠的極樂寺中，藥

師佛坐像則珍藏於與極樂寺隔河相望的大善寺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