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御朱印 

 

御朱印是由遍布全日本的寺院和神社发行的精美手写印章。通常会在被称为“御朱印

账”的小本子上盖深红色大印章，并用毛笔书写寺庙或神社名称、日期、吉祥语和祈愿文。

自古以来，收集各处御朱印是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行为，但在今天很多来访者把它当

作纪念品收藏。 

御朱印起初是寺院或神社赠给朝圣者的凭证，以证明他们已抄写佛经并供奉给了寺社。

佛教信徒认为抄写佛经有助于为死后转世积累功德。但并非每一位朝圣者都有能力亲手抄

经，也可以付费请寺院代劳，这时御朱印就成为拜托寺院代笔的交易记录。到江户时代

(1603-1867)晚期，奉纳经典的行为已日渐稀少，但是收集御朱印却十分盛行。现在，几

乎所有的寺院和神社都只要捐赠一定金额就可换取一个或多个御朱印。 

在圆教寺内的摩尼殿、食堂、开山堂 3处，共有 6种不同的御朱印。摩尼殿发行的御

朱印是纪念参拜“西国三十三所”路线上的第 27 处灵场。这条备受推崇的巡礼之路长达

1000公里，横跨近畿地区的 5县 2府（和歌山县、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奈良县、

滋贺县和岐阜县），也是日本最古老的观音巡礼线路。据说，一生参拜过所有 33处圣地的

人，可以积累功德，往生极乐净土。御朱印被视作寺院本尊的分身，应妥善保管。在开山

堂可以认捐圆教寺独有的御朱印，上面的经文是由一位曾在印度的西藏侨民区内修行数十

年的僧人用藏文书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