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乐寺正殿附属上梁记牌1块

位于薮原地区东侧的中高地。属于临济宗妙心寺派，山号为法城山。

寺内以释迦如来为主佛，右侧有迦叶尊者，左侧有阿难尊者作为胁侍。

该寺创建于元龟、天正年间（1570年～1592年），当时的薮原乡主古畑十右卫门正贯向茂林

和尚请愿开山。

当时，该寺位于木曾川西岸的仓笼之地，被称为大龙山禅林寺，后来为了避免接二连三的水

灾而迁至上町里，带着“去水成土”的含义将寺名更改为法城山极乐寺。

后来在忠屋和尚宽文2年（1662年）被市街的大火所烧毁，而由于诸多不便，于宽文4年

（1664年）搬到了中町里。

之后，贞享3年（1686年）寺岛勘右卫门捐赠了如今的寺院，在元禄4年（1691年）禅外和尚

的时代，修建了上梁记牌上有记录的堂宇。

正殿直到昭和17年（1942年）为止都是入母屋造（歇山顶式）的茅草葺（茅草屋顶），从构

造来看，其正面是室内空间，左右分为上间和下间，另外在室内深处设有佛间（安置主

佛），左右设有牌位堂，在正殿外侧是一圈切目缘（木板穿过其宽的走廊），曾仿照方丈形

式设计，但由于日渐荒废因此在今年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屋顶更新成如今的栈瓦葺（使用重

量较轻的廉价栈瓦，首先在椽子上面铺一层木板作为底子，然后钉上作为横档的木条，以木

条为骨架铺设瓦片），内部也得到了修复。

之后在昭和31年（1956年）改建了厨房，又在昭和41年（1966年）改建了观音堂，到了昭

和55年（1980年），正殿的牌位堂被改建成了现在的样子。

正面横宽为9.5间、纵深为9间。（间：日本的传统长度单位）

上梁记牌长73.3cm、上宽21.2cm、下宽18.6cm，正面的“妙音祥圆满佛日增长之栋札”字

样表明了建寺的宗旨，其他还有“住持关山国师十六世小比丘禅外叟　干时元禄四辛未七月

吉祥旦”和下方的“大工　（木匠）　牛丸善右卫门　同助七郎　上村冶右卫门　奥屋长左

卫门　牛丸彦三郎”字样，背面则写着“建立之致支配者也”，有“筱原喜兵卫”等26人的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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