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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众神》

内容概要

自古以来，住在日本列岛的人们将风、树、山、所有“令人敬畏”的事物称之为神。把带来灾难的事
物、带来谷物及渔业丰收的事物等所有人力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当作敬畏的对象。本书在追寻日本众
神原型的同时，探讨日本人生活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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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谷川健一，1921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日本民俗学者、地名学者、作家。日
本地名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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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了解了很多，里面提到的很多作者和书籍可以作为深入了解的一个引子。
2、本来是想通过此书更深入的了解一下有关日本众神的内容的，以作为阅读完《古事记》之后的拓
展。但是根据前言和全书内容来看，这本书更应该叫《冲绳神话中的日本神灵》。作者认为冲绳地区
保留了大量日本神灵的固有形态，所以以南岛神话为研究中心，加之与本土及阿依努文化的比较，来
追溯日本神灵诞生之初的面目。总体来说，这本书写得较为零散，作者也指出此书为四十年研究历程
的回顾，夹杂着曾经发表的文章，所以有半论文集的性质；同时，若想对本书有较为深刻的理解，还
需读者拥有扎实系统的有关日本神话的知识背景，否则会看的云里雾里。此外，想了解日本神话的同
学这本书可以先放一放了⋯⋯
3、本书立足于日本原本的大量神话，对于无基础的读者来说，大量毫无体系的东来西扯，并不适合
看。。。前半部分核心在“万物有灵”上，还挺有意思的。
4、写的零零碎碎的，且专业性非常强，对普通读者颇不友善，另外这个价钱也有点过分
5、书名的误导，本以为是日本神话研究其实是林林总总的田野调查，锅不在作者，日本的神和中国
的神不是一个概念。阅读需求大量详细的地理知识，所以对记纪有一定了解的我看起来也有点蒙圈，
建议有丰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阅读。
6、主要是寻求这些神原始的形态 所以讨论重点不在本土 而是在冲绳奄美等南岛 毕竟神道经历了平安
期的神佛习合 中世两部神道 加上近代国家神道 已经和原始神道完全不同了 也只能从南岛寻找固有精
神文化的原乡了吧  不过感兴趣的还是御灵  崇德院的怨灵有多猛 700年后的明治政府还怕他作崇
7、日本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而要探究日本神灵在这
之前的一千两百多年的前史，我们也可以想象其难度之大，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来者不可期！
作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神社神道以及国家神道之外，去那些至今仍然保留古风的日本民族神以及受佛教
熏染极少的奄美、冲绳的神灵中寻找《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之前的日本众神的线索。作者必须通
过民谣、祭祀文、祷告文、地方传说、地方志等等支离破碎的信息来源中去寻访久远历史的一点点断
片式的线索，从中获取真相，所以一些读者认为此书写得零散，有点蒙圈。
但是我觉得通过此书，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真正的日本，日本的神，看清之后的日本神道。

8、翻过。柳田国男了不起。日本的八百万神灵不如从手冢治虫的《火鸟》中汲取可见性的世界观。
。
9、以为是日本神话故事，没想到是神话田野调查⋯⋯
10、这是一本 需要 读者有一定知识积累的 伪科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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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朱科微信公众号：书评之乱看过宫崎骏电影的中国的年轻一代，大概都会对电影里的各种神怪如
数家珍。《龙猫》里守护森林的龙猫家族、拥有十二只脚还能隐形的龙猫公共汽车、居住在无人的家
中或森林里像栗子一样的灰尘精灵，《幽灵公主》里侵略阿席达卡所在村庄的邪神、守护森林的山兽
神、抚养幻姬的白狼神，《千与千寻》里的白龙、河神、无脸男，《悬崖上的金鱼公主》里的海洋女
神⋯⋯“万物皆有灵”的神怪题材似乎一直是日本优秀的动画电影的主题，连后现代色彩十分浓厚的
大友克洋、押井守、今敏等导演的作品，也都在批判人类“不疯魔不成活”的技术主义后，在哲学上
走向了不可知论，与神怪世界天人合一的思想高度契合。大家即便是对日本文化一无所知，在观看这
些优秀电影人、文化人的作品后，在惊叹其瑰丽无比的想象力的同时，也不难猜到日本传统社会丰富
的“牛鬼蛇神”土壤。谷川健一的《日本的众神》（日本の神々）一书就从解读日本各地的诸种神话
、鬼怪入手，帮助我们了解日本，也反观中国的传统和文化。1.“畏惧之物”即为神不管什么地域、
什么时期，人类对待天地山川以及各种自然现象，几乎都有一种共同的“归因”心理。当合乎自然规
律的科学解释尚未出现，或者尚未占据人们意识的统治地位的时候，所谓的万物皆灵论、宗教、神话
、迷信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古希腊的司掌光明的极为英俊的“太阳神”阿波罗，在中国可能就是驾御
日车、制定时历的女神羲和，在日本也许便是天皇的始祖、神道教的最高神祇天照大神。在中国有“
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说法，而日本人则把这一理念推演到了极致。谷川健一认为，日本的“神”是相
当宽泛的概念，不仅有意志有人格的存在是神，那些看不见的离自己非常遥远的东西也被称为神。日
本著名的文化学者本居宣长将“神”定义为“畏惧之物”，像虎、狼、蛇，浮游在空中、人的肉眼看
不见的精灵，都属于人类难以控制而且很容易构成威胁的物种，都是“畏惧之物”，也都能被称作“
神”。日本的九州有一种关于“风神”的说法：如果有人走在山野之间，突然感到寒冷、头疼，继而
生病，那么这个人肯定是遭遇到了“风神”。其他地方关于“风神”的传说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关
于死灵、怨灵到人间作祟，人们不幸遭遇后发高烧既而罹患重病的故事。而现代日语里把患上了伤风
、感冒叫作“風邪を引く”，字面意思就是“招引了风邪”。中国古代的“风神”即风伯，名字叫做
飞廉，大多以正面形象示人。《风俗通义》上称风伯“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养成万物，有功於
人。王者祀以报功也”。在传统中国，“神”一般与“仙”同称，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具有十分
理想的道德情感和行为能力，而且都长生不老。而虎、狼、蛇一类的动物即便成了精，拥有非常了得
的法力，随时可以带来灾难、夺人性命，变成了“畏惧之物”，也只能称为“妖怪”。换言之，中国
的神与妖，除了在法力上存在格差，在人格上也极为悬殊。日本的“神”则明显将这两个概念合为一
体。2.粪便的魔力和茅厕参拜即便国人对“猪股”“犬养”“鸟饲”“我孙子”“御手洗”等怪异的
日本人姓氏已经不陌生，在看到“粪兼”“毛屎”“屎子”一类的名字时，大约还是很错愕的。在明
治维新之前的古代日本，等级森严，底层百姓没有姓名权。而且，因为日本是岛国，多山川而少平原
，交通不便，普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生活中也不需要正式姓名。有时为了方便，可能会用
各种诨名、绰号，或以兄弟排行相称，如太郎、次郎、三郎⋯⋯1870年，明治政府为了方便户籍管理
，才规定普通日本人都可以拥有姓氏权，可以给自己取姓。但是，很多百姓从小在农村生活，大都不
识字，取名的任务就落在了户籍官身上。如果申请人的家在山附近，可能就会被户籍官建议姓山本、
山中、山下、山口，家附近有田、木、竹、川、泽、河的⋯⋯以此类推。《日本的众神》里提到，在
奄美诸岛，明治初年的户籍登记簿上则赫然有“粪兼”“赤麻里”“麻里子”等怪名字。“麻里”就
是遗矢的意思。民俗学家南方能楠在《儿童和避邪》一书中介绍，古代日本人的名字里也有叫“久僧
”（与“粪”同音）“毛屎”“屎子”“屎麿”一类的叫法。阿伊努族人的小孩，两三岁时叫“小屎
”，四五岁时叫“屎橛”。谷川健一解释，这因为当时当地的日本人相信，粪便具有某种可以击败邪
神的魔力，如果拥有了粪、尿一类的贱名就能避免灾祸。在栃木县的益子町，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七天
晚上，就由接生婆抱着带到厕所，让新生婴儿做出吃粪便的样子，并称其为“茅厕参拜”。在长野县
、群马县等地也有类似习俗。和取贱名一样，人们也是希望通过“茅厕参拜”，借用粪便的魔力，使
婴儿免受邪神的侵害。3.日本的创世神话源于中国？在《日本的众神》一书里，谷川健一提出了一个
非常大胆的观点，即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兄妹二神结合后生下日本列岛的传说，其实源于中国。谷川
引用白川静的研究，称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中，流传着伏羲与女娲的故事。洪水过后，只有伏羲和女娲
兄妹二人幸免于难，他们结于夫妇，成为人类的始祖。在汉代的石画像中，二人的下半身被塑造成蛇
的形象，相互缠绕在一起。谷川认为，伏羲和女娲的神话流传到了日本，神话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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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伊邪那岐（也称伊奘诺）和伊邪那美（也称伊奘冉），“那岐”和“那美”是从印度教中的“那
伽”演化而来，是蛇的意思。遗憾的是，谷川健一论说的重点并不没有放在中国的古代神话如何变成
日本的创世神话，而是局限于探讨兄妹通婚的原罪问题。于长敏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一书则
弥补了这个空缺。该书在解释日本创世神话与中国古代神话之间的关系时提出：日本人远古时代如何
解释神话的原型已经难以考证，不过当日本有文字记载时，中国已经进入十分发达的文明社会。中国
的神话和其它有形、无形的文化一起传入日本后，在与日本人的思维并不相悖的前提下就被接受了。
于长敏还对伏羲兄妹与伊邪那岐夫妇的故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三个共同点，即都是兄妹结婚，婚
后均生下肉球；同被奉为人类祖先、造世之主；同与雷神信仰有关。并认为，日本的伊邪那岐夫妇的
创世神话综合了盘古神话和伏羲女娲神话。大概是因为伏羲女娲属于近亲通婚，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
相符，难以为后世的中国人接受。当今中国流传最广的创世神话，就只剩下盘古开天辟地了。近年来
，中国官方要求电影作品里不能出现鬼，1949年后动物不能“成精”，成为一时笑谈。其实官老爷们
不必紧张，经历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人与“鬼”早已变得界限模糊，现实比
神怪小说更要魔幻。还是乔羽老爷子在歌曲《说聊斋》中说的好，“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
牛鬼蛇神它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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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57页

        远古是一片无明的黑暗，是一片泥海。那个时候，既分不清天，也分不清地，到处都是一片混沌
，是泥海和无明的黑暗。在泥海之上，佛祖发出光芒，奇迹般地诞生了。
⋯⋯
⋯⋯
这个世界之初是一片泥海
最初的神是日月神

2、《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104页

                古时候如果有人死了，亲戚们会聚集在一起将死了的人的肉吃掉。流传到后代，这个风俗有所
改变，不吃人肉而改吃猪肉代替，现在仍然有一种叫法，称近亲为“真肉亲类”，称远亲为“脂肪亲
类”。这种叫法就是由此来的。（《南岛古代的葬制》）

3、《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110页

               朝思暮想，夜不能寐，不觉天明，打开窗户，呆坐窗前，恍惚间，昔日常世之海浪声历历在耳
。（浦岛太郎唱给海神的女儿的歌谣，《丹后国风土记》） 

4、《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113页

        ·
听三味兮载歌舞，清疮伴我兮观愉！
·
·
今年清疮仅三颗，上下皆仰神之恩泽。
··

5、《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86页

              要成为一个够格的民间祈祷师从事问神的工作，必须要经过几个阶段。在南岛，从事民间祈祷
师一职的大多数都是女性，首先神要粉碎她现世的欲望，将家庭不和、贫困、事业上的失败等灾难降
临到这个女性头上，这是神的深谋远虑，因为她要让这个女人的心彻底向着自己。其次，要让这个女
人处于一种精神上的不稳定状态，突然食欲不振，或者失眠，或者深更半夜梦游，总之要使她陷入一
种无法忍受的疲劳和精神错乱状态。这在南岛也被称为“巫女病”。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神灵作祟，
这个时候的神灵作祟也就是神灵显现的意思。
        得上巫女病的期间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时期。在南岛，有人就因为将恶灵的低声细语当作神明的语
言，受其诱惑而迷失，心神错乱，最后自杀了，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少。总之，神与人之间有一道用寻
常手段难以跨越的鸿沟，那就是将迷失方向的灵魂溺亡的深渊。只有跨越了这道深渊，从一时的错乱
中恢复正常，才能获得成为神的子孙的资格。南岛的民间灵媒师几乎全部都要接受过巫女病的考验才
能完成人到神的转变。

6、《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44页

        蝶类啊  爬虫啊  森林万象的生物啊
请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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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洁净之身  升上云霄吧
⋯⋯
⋯⋯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精灵们，请安静下来
深山的千百精灵们，请安静下来
⋯⋯
⋯⋯
八幡神来跳舞吧，山住神也来跳舞吧

7、《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146页

              东方涌动的云啊
        我的妹神
        归来吧
        尊贵的妹神
·
        这位被卖给丝满渔夫的十三岁的少年，怀着对暴风雨将至的恐惧，坐在漂浮在寒冬的波浪上的独
木舟的船首，冻得瑟瑟发抖，嘴里哼唱着这首不知道在哪儿刚学到的粗糙的歌。  

8、《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20页

        佐仁和用仁的稻魂呀，东、西、依津部的稻魂呀，都到秋名的田袋来吧，保佑结出饱满的稻谷保
佑我们丰收吧。
⋯⋯
东也摇来，西也摇来，
东西方的稻魂都摇来。
⋯⋯
登上玉石，进行祈祷，
东西的稻魂啊，请来吧！请来吧！

9、《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37页

        苇原中国、磐根、木株、草叶都能言语。夜晚如熛火样喧嚣，白昼同五月蝇般沸腾。⋯⋯然那片
土地上，多有如焰火闪烁般神，也有若五月蝇般邪神。且草木皆能言语，故，召集高皇产灵尊、八十
诸神。问曰：“吾，欲平定五原中国之邪鬼⋯⋯”⋯⋯二诸神遂将邪神以及草木石之类加以诛之，悉
数平定，不服者唯有星之神香香背男。（《日本书纪·神代下》）

丰苇园的水穗之国，诸神昼如五月蝇沸腾，夜若火瓮般闪烁。岩石、树木。连清水沫都问事，一个喧
嚣的世界。（《出云国造神贺词》）

艰难备跋涉  觅国遍山河  荒神服扫荡  不臣咸以和⋯⋯（《万叶集》）

10、《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1页

        本居宣长将神定义为“畏惧之物”（《古事记传》）。⋯⋯这些畏惧之物并不一定有特别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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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恶意，它们附在人的身上有的给人带来幸运，有的给人带来伤害。

11、《日本的众神》的笔记-第82页

        百度踏扬
君之踏扬
神游纯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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