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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光寺是一座古老的曹洞宗（日本佛教的一個分支）寺院，位於白山山

麓。 其建造年代不詳，但據說自古以來就是白山的祭祀中心。 

 

1403 年（応永 10 年）左右，楠木正成的孫子傑堂能勝再次發揚光大，

到了江戶時代（1603-1868 年），作為新瀉代表性的曹洞宗禪寺之一、

越後四ヶ道場之一而發揚光大。 

 

慈光寺有一座正殿，是寺院的重點，北側有禪堂和僧人的臥房，南側有

廚房，廁所，浴室和经堂，從寺院的正門山門起，有一條南北走向的走

廊，或稱回廊，作為正殿，廚房，禪堂和臥房的土炕。 

 

這些建築物是在 1755 年毀於火災後重建的，正殿建於 1763 年，廚房

建於 1759 年，禪堂、僧人的臥房、山門、走廊和经堂是江戶時代後期

建造的。 

 

該寺至今仍保留著建寺時的面貌，是新瀉縣內少數保留回廊的曹洞宗

禪寺之一，同時其主要建築群也是最完整的，是一座非常珍貴的寺院。 

 

正殿、廚房、禪堂和僧人的臥房、经堂、山門和走廊均已登錄為日本有

形文化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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