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殿（和间神社） 

 

浮殿是宇佐神宫的一处小型摄社※，最初坐落在名叫“和间滨”的海滩上，涨潮时，神

社仿佛漂浮在波浪之间。随着 19 世纪排水开垦土地工程的推进，海岸线后退，当年的海

滩如今已经变成了寄藻川的河岸，但立柱支撑的朱红色本殿（正殿）依然如同漂浮在水

面上。浮殿的正式名称叫做“和间神社”，取自其初建时的地名。 

浮殿建于 8 世纪中期，创建初衷是为了举办宇佐神宫每年一度的“放生会”。这项仪

式旨在安抚隼人亡灵，他们原本是居住于九州南部的贵族，在公元 8 世纪 20 年代的“隼

人之乱”中遭镇压身亡。如今，放生仪式已经成为每年秋天“仲秋祭”的一部分。仲秋祭为

期三天，第一天，八幡大神坐上神轿自上宫出发，在浩荡的游行队伍的簇拥下来到浮殿；

第二天，神宫神职人员和外来僧侣在本殿主持完净化仪式后，将被视为重生隼人之灵的

马蹄螺和蛤蜊放入河中；第三天，八幡大神乘坐神轿经停百体神社后返回宇佐神宫。 

过去的浮殿规模较大，有好几个社殿，后来渐渐缩小，现在只剩一座本殿和一间拜

殿。尽管如此，浮殿的地位依然重要，九州地区实力强大的领主们也曾几度出资修葺神

社。如今的浮殿重建于 1938 年，1964 年经历过一次整修。 

 

※摄社：和“末社”一样，是本社的附属神社，供奉与本社主祭神有渊源的神明，比起末

社来，摄社与本社的关系更为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