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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的前身是建于1869年6月29日的招魂社。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走向近代化国家的历史大变革时代

( 明治维新 )，而这场变革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不幸的国

内冲突，即戊辰战争，许多投身于近代化国家建设中的

同胞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为此，明治天皇在东京九段这片土地上创建了招魂

社，以抚慰这些为国捐躯者的灵魂，向后世传扬他们的

事迹。招魂社后来于1879年6月4日改称为“靖国神社”，

并沿用至今。

自 1853 年以来，靖国神社祭祀着在明治维新、戊

辰战争、西南战争、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亚洲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对外战争和事件

中为保卫国家而献出宝贵生命的 246 万 6 千余位神灵。

这些人不分身份、功绩和男女，一律平等地被视为为国

捐躯的英灵。

这里不仅祭祀着军人，还祭祀着在明治维新中阵亡

的先驱者、在战场上为救护工作做出贡献的随军女护士

和女学生、在战争劳动动员下去世的军需工厂学生等军

属、文官及普通日本公民。此外，也同样祭祀着当时作

为日本人而阵亡的台湾人和朝鲜人、在西伯利亚拘留中

去世的军人军属，以及二战结束时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者的神灵。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士的灵魂作为为国捐躯的

尊贵神灵，之所以像这样一律平等地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是因为靖国神社创建的目的在于“抚慰为国捐躯者的灵

魂，向后世传扬他们的事迹”。

靖国神社全年举办各类祭典活动，其中最重要的祭

典是春秋两季举行的“例行大祭”。

此外，每年盂兰盆节期间 7 月 13 日至 16 日举行的

“御灵祭”，俨然成为东京夏季的风物诗，神社内悬挂着

超过 3 万盏奉纳灯笼和题字纸灯箱，参拜者络绎不绝。

明治天皇于 1874 年 1 月 27 日首次参拜招魂社时，

曾赋诗如下：

“为国捐躯者，其名永垂武藏野，流芳百世也”。

正如此诗所述，靖国神社创建的本意是祈愿天下众生平

安，抚慰为国捐躯者的灵魂，向后世传扬他们的事迹。

“靖国”这一称号由明治天皇命名，意为“使国家安

定”。靖国神社承载了“让祖国平安”和“建设和平国家”

的愿望。

靖国神社的由来

靖国神社供奉的英灵

祭典活动简介

本月遗书展示

创建理念

靖国神社每月在神社展示为国捐躯英灵的遗书和书

信，供众人凭吊这些英灵的遗愿。

迄今为止在神社展示的遗书和书信已汇编为《英灵

的话语》一书，随时出版分发。

日本至今仍然保持着尊敬和崇拜死者的传统文化。

日本人长久以来一直相信死者的灵魂永远留在地球上保

佑他们的子孙．还至在今曰的日本，人们仍把自己的祖

先视为他们的“保护神”，并作为崇拜的对象。这是因为

基于神道的信仰和如此的传统想法而来的。

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尊敬和崇拜不仅为家族本身，

而且为乡土社会和因家民族做出卓越贡献者的灵魂。可

以说靖国神社就是表现这种日本传统文化的实例之一。

靖国神社既是以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亦即神道的方式

来纪念死者的地方，也是全日本人对为国捐躯者表示感

谢和敬意的地方。这些死者的灵魂就是在靖国神社受到

崇拜的对象。因此，该神社的性质与埋葬阵亡士兵的尸

体或骨灰的坟墓完全不同．

神道

如果日本人向你说明，该神社是日本人对为保护祖

国而阵亡者表示感谢和尊敬的地方，作为外国人的你和

自己国家同样的设施作一比较就会容易理解。

婿国神社和其它国家的阵亡烈士纪念机构的不间是

在于该神社祭祀名为保护祖国而因公殉职的战死者的灵

位。这可能会导致误会。可是，该神社的性质源自日本

人把死者作为崇拜的对象永远纪念他们的传统想法。它

不是个特殊的机构。

凡是热爱自己祖国文化的人大概都可以理解这样的

不同，也可以理解对日本和日本人来说建设靖国神社来

纪念为祖国丧失宝贵生命的死者并对他们表示感谢和尊

敬的重要性。

如今许多人不分宗教、思想和民族，都前往参拜靖国

神社。这一事实说明了该神社是个对为祖国捐躯的阵亡

者表示尊敬的地方同时也说明了该神社具有公共的性质。

参拜

祭典年历

每个月 1日、11日和 21日
月次祭  ／ 

每天
朝御馔祭、夕御馔祭、永代神乐祭御灵祭

例行大祭

新年祭

JR ●搭乘中央、总武线各站停靠电车⋯ 从“饭田桥站”或“市谷站”步行 10 分钟
地铁 ●搭乘东西线、半藏门线、都营新宿线⋯ 从“九段下站”步行 5 分钟
 ●搭乘东西线、有乐町线、都营大江户线⋯ 从“饭田桥站”步行 10 分钟
 ●搭乘南北线、有乐町线、都营新宿线⋯ 从“市谷站”步行 10 分钟
公交车 ●搭乘九段下～高田马场系统，从“九段上公交车站”步行约 1 分钟

交通指南

新年祭
建国纪念祭
祈年祭
天皇诞辰奉祝祭

春季例行大祭

昭和祭
靖国神社
创立纪念日祭
大祓式

御灵祭

秋季例行大祭

明治祭
新尝祭
煤拂祭
除夜祭、大祓式

1月1日
2月11日
2月17日
2月23日
4月21日
～23日
4月29日

6月29日

6月30日
7月13日
-16日

10月17日
-19日

11月3日
11月23日
12月25日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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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靖国神社直营的精品商店，售有赏樱胜地

“靖国神社”所特有的樱花主题商品、神社原

创纪念品、点心等。

正殿建于 1872 年，是祭祀

246 万 6 千余位神灵的地方。

1正殿

位于正殿后面的灵玺簿奉安殿，建于 1972 年，殿内收藏着合祀

神灵时所用的灵玺簿。用日本纸制造的灵玺簿上记载着合祀神灵

的姓名。

2 灵玺簿奉安殿

能乐堂原是 1881 年建在东京芝

公园的能舞台，1903 年被奉纳

并迁移至靖国神社。在此舞台上，

表演用来敬献神灵的能乐和日本

舞蹈等传统艺术。

12 能乐堂

这座庭园建于明治初期。通过

1999 年的修复施工，人们才发

现它是一座屈指可数的日本名园。

该庭园的最大亮点在于回游式设

计，瀑布石头组合让人联想到深

山中的景致。园中设有日本最长

的花岗岩直桥。

15 神池庭园
大手水舍是侨居美国的日本人于

1940 年奉纳至靖国神社的。该洗手

水盘采用花岗岩制成，重达 18 吨以

上。在参拜前，需要在此进行净身仪

式：清洗双手，然后漱口。

9 大手水舍

神门建于 1934 年，中央的两扇门上挂着直径长

达 1.5 米的菊花天皇家徽。10 神门

自从 1869 年靖国神社镇座祭（祭
典仪式）期间举行大相扑奉纳比
赛以来，在每年的例行大祭上，
以横纲为首的相扑力士都会举行
奉纳相扑比赛。这一天，相扑场
吸引无数观众前来观看，场面热
闹非凡。（免费观看）

21相扑场

设有洗手间、自动售货机

等设施。

24 参拜者休憩所

收藏着关于靖国神社英灵

的资料和日本近代史研究

资料约 14 万册，面向一

般公众开放。

23靖国偕行文库

此铜像是为了向在困境中独自哺育子女的战争

寡妇表示敬意和感谢，于 1974 年建造的。长

大成人的子女（遗孤）向靖国神社捐献该铜像，

以表达对母亲的感激。

25母亲铜像

帕尔博士 (Dr. Radha Binod Pal) 在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通称“东京审判”）上

担任印度代表法官，他是唯一一位主张

全体被告团成员无罪的法官。靖国神社

为传扬其功绩，于 2005 年建立此碑。

26帕尔博士显彰碑

27

建于2020年。铜像表达了为国捐躯的英灵

家属在送别儿子、兄弟、丈夫、父亲上战场

前的深情与不舍，旨在将这份情怀传承后世。

37送别出征家人像

靖国的樱花始种于 1870 年，即靖国神社作为招魂社创建的第二

年，当时在九段的这片土地上栽种了第一批樱花。樱花作为日本

的象征，也是靖国神社英灵的骄傲象征。如今，靖国神社境内栽

种了约 500 棵樱花树，品种主要为染井吉野樱和山樱。每年，东

京管区气象台会通过靖国神社内的样本树（染井吉野樱）来宣布

东京的樱花已经开放。

41靖国的樱花

第一鸟居作为日本最大的牌坊建

于 1921 年，被誉为“耸入云霄

的大鸟居”，深受人们的喜爱。但

由于长年经受风吹雨打，损毁严

重，于 1943 年被撤除。现在的

第一鸟居是在战友们的捐赠下于

1974 年重建的，高达 25 米。

于1932年建造的石制鸟居。

32第一鸟居（大鸟居）

2019 年，设于“慰灵之庭”。采用与靖

国英灵有着深厚渊源的都道府县土壤等

材料，由当地陶艺家制作而成，并奉纳

至靖国神社。

38樱花陶板

22靖国会馆

14 到着殿（接待厅）

建于 1965 年，旨在慰藉在战争

和事变中阵亡而未被合祀在靖国

神社的日本人及外国人的灵魂。

6 镇灵社

7 南门 8 斋馆、社务所

拜殿建于 1901 年。香客

一般都在这里参拜。

3 拜殿

殿内设有为正式参拜的遗属和

崇敬者个人或团体提供的登记

处、休息室以及朱印（参拜证

明）所等设施。

13 参集殿

为供奉在明治维新中牺牲的先驱志士的灵魂，

这座建筑原由有识之士建于京都。1931 年，

被奉纳并移至靖国神社。由于它是供奉为国

捐躯者神灵的靖国神社的前身，因此被称为

“元宫”。

5 元宫

4 中门鸟居
第二鸟居建于 1887 年，是日本

最大的青铜制牌坊。

11第二鸟居

16洗心亭
19招魂斋庭
20靖国教场启照馆

18行云亭17靖泉亭

礼品商店
汇集了各种参拜纪念品和相
关书籍。

战殁马慰灵像是一座真马大小的军马铜像，为了慰藉在战场毙命

的军马灵魂，于 1958 年奉纳至靖国神社。

名为“鸽子与地球仪”的鸽魂塔，旨在慰藉在战场上忠诚地传递

情报的信鸽灵魂，于 1982 年奉纳至靖国神社。

军犬慰灵像是一座德国牧羊犬铜像，旨在悼念这些曾是士兵们最

亲密战友的军犬，于 1992 年奉纳至靖国神社。

战殁马慰灵像、鸽魂塔、军犬慰灵像

33 社号标
34石鸟居

35 常陆丸殉难
纪念碑

36慰灵之泉

40 高灯笼

28
游就馆通过展示靖国神社所祭祀英灵的遗嘱和遗物等重要史料

和资料，向今人传承英灵的遗志和事迹。

游就馆开馆于 1882 年，馆名“游就”，意为交游要接近贤德之

人。游就馆收藏的多达10万件藏品中，包含许多绘画、美术作品、

盔甲和武器类等。

游就馆

30
白鸽鸽舍里饲养着约 300 只

白鸽，靖国神社的白鸽是一

万只中只能生出一只的纯白

信鸽。

白鸽鸽舍

31
大村益次郎是近代日本陆军的创始者，曾为创立

靖国神社不遗余力。此铜像建于 1893 年。

大村益次郎铜像

29 北门

作为相扑力士的换装候场室，建

成于 1938 年。2010 年进行

了改建。如今，该建筑也被用作

举办面向崇敬者的培训等活动。

39
该休憩所里设有靖国神社直

营商店和两家餐饮店等设

施。竣工于 2019 年。（详

见背面）

外苑休憩所

SAKURA- 外苑直营商店
（纪念品、土特产）
营业时间／9：00-16：30

开馆时间：

9:00-16:30
※ 入馆截止时间为闭馆前 30 分钟
※ 新年期间及“御灵祭”期间开馆时间会有所
不同。

休馆日：

全年无休（6月底、12月底可能有临时
休馆）

参观费用 

成人：1,000 日元 大学生：500 日元·  
高中生、初中生：300 日元 
小学生及以下：免费

推荐参拜路线

茶　室

店内的陈设与装潢让人仿佛回到悠久而美好
时代的老咖啡馆，洋溢着昭和洋馆的宁静高
雅氛围。提供每周更换的午餐菜单以及各类
咖啡、红茶、酒类饮品。

attic room靖国外苑
（咖啡、简餐）
营业时间／10:00-17:00

重现了鹿儿岛知览地区富屋食堂的特色料理——
被敬仰为“特攻之母”的食堂老板娘鸟滨登米的
拿手菜“鸡蛋盖饭”，此外还供应会津米饭、会津
荞麦面、原创日式点心、抹茶、咖啡以及酒类饮品。

靖国八千代食堂
（咖啡、简餐）
营业时间／10:00-17:00

拜殿前的中门鸟居是于 2006 年使用埼

玉县的日本扁柏改建而成的。

神社境内简介

茶寮“结”
位于游就馆一楼入口大厅的
茶寮“结”不仅提供咖啡厅
饮品单，还可以享用游就馆
限定的简餐，比如根据海军
烹饪法忠实还原的“海军咖
喱”等。

●180分钟路线

　第一鸟居（大鸟居）［境内图     ］ 

　→ 慰灵之庭（樱花陶板）［境内图     ］ 

　→ 参拜（拜殿前）［境内图     ］ 

　→ 神池庭园［境内图     ］ 

　→ 游就馆［境内图     ］ 

　→ 外苑休憩所［境内图     ］

●60分钟路线

　第一鸟居（大鸟居）［境内图     ］ 

　→ 慰灵之庭（樱花陶板）［境内图     ］ 

　→ 参拜（拜殿前）［境内图     ］ 

　→ 外苑休憩所［境内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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