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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冥福供佛法事 

 

 

这尊释迦如来石雕坐像制作于延享 3 年（1746 年），从那以后，每年的 1 月 28 日（明治时代起改为 2 月 28 日）都会举办祈冥福供佛法事。 

大约从江户时代初期到将近中期期间，船桥良好的渔场被指定为“御菜浦（御用渔场）”，为德川将军家进贡鱼虾贝等海鲜。  

元禄 16年（1703年）的大地震使该海域海底地形发生巨大变化，鱼虾贝等海鲜捕捞量骤减，次年起便停止了鱼虾贝等海鲜的进贡，改为缴

纳钱款，之后为了争夺渔场，船桥曾与周边（堀江、猫实、谷津、鹭沼）的渔民多次发生争端。 

文政 7年（1824年），船桥村和猫实村（即：现在的浦安市）因为渔场划界而持续纠纷时，其他村渔民的船只闯入船桥占有的渔场。其中就

有挂着“一桥家”旗帜的船只，船桥渔民殴打了该船上的武士，并夺走了船上的旗帜。因为这个事件闹得非常大，船桥渔民总代表 3人被投入监

狱，其中一人死于监狱，另一人释放后不久也死去了。据传，祈冥福供佛法事就是为了供奉当时守护渔场的渔民总代表，以及因海潮（海啸和大

潮）而死去的渔民和居民。 

举办法事那天，人们将煮好的白米饭贴在佛像（释迦如来石雕坐像）上，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抚慰在狱中缺吃缺喝的渔民总代表的亡灵。佛像

的西侧竖立着 2位渔民总代表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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