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通寺 

 

1243 年，在当时宇佐神宫的宫司（神宫最高负责人）宇佐公仲资助下，佛教僧侣神

子荣尊(1195-1273)建造了圆通寺。传说荣尊和宇佐神宫所尊奉的八幡大神有着很深的渊

源，圆通寺的所在地也体现着这两座宗教设施之间的关系——圆通寺门前的参道、寺门

和本堂（正殿）刚好与宇佐神宫北门的表参道（参拜主路）落在同一直线上。 

荣尊出身于九州北部，是一名禅宗僧人，曾于 1235 年前往中国修习佛法。相传他

回到日本后，于 1243 年来到宇佐神宫答谢八幡大神护佑他旅途平安，并借此机会宣讲

了他在中国学到的佛法，因此得到八幡大神回应，神谕赐予他“神师”称号，称赞他是“神

明之师”。但荣尊为表恭谦，将称号改动一字，自称“神子”，表示自己是“神明之子”。 

除建立圆通寺外，荣尊对弥勒寺的重建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弥勒寺位于宇佐神宫

内，历史上曾数度遭火灾焚毁。在“神佛习合”（神道教与佛教融合）的时代，它担负着

宗教和管理双重职责，是当年这座“神宫—佛寺综合设施”内最重要的“神宫寺”。虽然圆

通寺远在宇佐神宫的区域之外，但为了回馈荣尊作出的贡献，神宫给予了它等同于神宫

寺的待遇。 

圆通寺本堂的佛坛前供着两尊木雕头像，右边一尊是荣尊，左边一尊是无本觉心

(1207-1298)，后者也是一名临济宗僧人，曾协助复兴圆通寺。两尊僧人像原本都是全身

立像，但因雕像腐坏，唯有头像存留至今。寺内另一件引人注目的珍宝是一尊 13 世纪的

阿弥陀如来像，人们认为它曾经是圆通寺某个末社※的本尊佛。 

圆通寺位于宇佐神宫以北约 1 公里处，中间隔着神桥和大乐寺。它属于禅宗临济宗

的大德寺派，是大分县内最古老的临济宗寺院。寺院提供导览游、坐禅（打坐冥想）及

抄写经文等体验项目，但需事先电话预约（仅接受日语预约）。 

 

※末社：小型神社，供奉与本社有关的神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