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樂寺本堂附上樑記牌1枚

位於藪原地區的東側中高地。臨濟宗妙心寺派所屬，山號為法城山。

以釋迦如來為本尊，右有迦葉尊者，左有阿難尊者之侍像。

創立為元龜・天正年間（1570年～1592年），由籔原鄉主古畑十右衛門正貫招請了茂林和尚

並開山。

當時，位於木曾川西岸的倉籠之地，並稱為大龍山禪林寺，但為了躲避不斷發生的水患而移

往上町裏，秉著「水退之後成就了土地」之思想，改名稱為法城山極樂寺。

後來在忠屋和尚時的寛文2年（1662年），被街上的大火燒毀，因萬事不便，故於寬文4年

（1664年）遷到了中町裏。

之後，貞享3年（1686年）寺島勘右衛門捐贈了現在的境內土地，並在元祿4年（1691年）禪

外和尚這一代建立了上樑記牌所記錄的堂宇。

本堂在昭和17年（1942年）前是入母屋造結構的茅草屋頂，其結構正面為室中，左右設置上

間、下間。另外，室中的裡邊為佛間（安置本尊），其左右有著位碑堂，本堂外側圍繞切目

緣結構（與房間呈直角鋪上木板）外廊，也就是所謂的方丈結構。由於建築日漸荒廢，故於

此年進行大整修，屋頂換成現在的棧瓦葺，並修復內部。

後來在昭和31年（1956年）時整修庫裡（和尚的廚房），昭和41年（1966年）時改建了觀

音堂，昭和55年（1980年）時將位牌堂改建為現在的模樣。

間口寬為9.5間，深為9間。

上樑記牌的長為73．3cm，上寬21．2cm，下寬18．6cm，表面寫著「妙音祥圓滿佛日増長

之上樑記牌」顯現建立的目的、記載著「住持關山國師十六世小比丘禪外叟 干時元祿四辛未

七月吉祥旦」，下方記載「木工　牛丸善右衛門　同助七郎　上村冶右衛門　奥屋長左衛門

牛丸彥三郎」，背面以「建立之致支配者也」記載了「篠原喜兵衛」等26人的名字。

「木祖村的文化遺產巡禮」（S61（1986年）.3.25發行・木祖村教育委員會）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