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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泉国神话出自日本记纪神话。它描写了神世

七代的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退场的情景，并导引其

后“三贵子”的出场，在记纪神话中起承上启下作用。

黄泉国神话是日本神话中第一次出现死亡世界(即
黄泉国)的神话，备受学界关注。上世纪七十年代，

日本曾有学者提到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然而，随着

日本神话与印欧神话比较研究的兴起，长期以来，日

本学界更喜欢将对其溯源研究的目光投向希腊神

话，例如汇聚大林太良、吉田敦彦等日本近80位日本

神话研究者合力编写的《日本神话事典》，在“黄泉国

神话”一条，大篇幅介绍了印欧神话与黄泉国神话的

关系，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只字不提。然而，不仅

黄泉国神话的核心词汇“黄泉”二字，就是其多个神

话构成要素和宏观的神话情节结构，都与中国文化

密不可分。黄泉国神话对日本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

影响，奠定了日本冥界故事的基本思维认知。在当

代，它更是借助漫画、影视等传播媒介再度复兴。

2017年上映的《镰仓物语》便是黄泉国神话在当代走

入大众视野的范例。那么，这则奠定日本冥界思维

认知的黄泉国神话究竟源自何处？其溯源研究是应

该“求诸远”地到印欧神话中寻根？还是应该“求诸

迩”地探讨与其毗邻的中国文化的关系？本文围绕

着这些问题，试图追本溯源，探讨黄泉国神话与中国

文化的关系。

一、记纪黄泉国神话与希腊神话

日本记纪神话中，生产了日本列岛的女神伊耶

那美生火神时被烧伤，一病不起，最后因此殒命，堕

入了黄泉国。其夫男神伊耶那岐思妻心切，追往黄

泉国，希望妻子伊耶那美能跟他一起回去。然而，伊

耶那美说她已经吃了黄泉国的食物，无法返回。不

过，既然她的夫君特意来到这里，她愿意去和黄泉国

的神商议，并告诫伊耶那岐，在她去商议期间，不要

看她的身体。然而，因等待时间过长，伊耶那岐忍不

住点火看了女神的身体。这一看，发现女神身上蛆

虫聚集、窸窣蠕动，甚是恐怖。伊耶那岐看到这样的

情形，吓得撒腿就跑。伊耶那美非常生气，认为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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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让她出丑了，于是派出黄泉丑女和黄泉军追赶。

伊耶那岐一路逃去，最后逃到黄泉比良坂下，摘下生

长在黄泉比良坂下桃树上的三个桃子，用它赶走了

黄泉军。随后，伊耶那美亲自追来，伊耶那岐用“千

引石”堵住了黄泉比良坂。男女二神就隔着“千引石”

互致诀别之辞。伊耶那美说要每天绞杀夫君的子民

一千人，而伊耶那岐则说要每天建一千五百个产房，

让一千五百人降生(太安万侶，『古事記』34-36)。这便

是日本的冥界神话——黄泉国神话。《日本书纪》对此

亦有记载，与《古事记》所载内容大体相同。

这则神话与希腊俄耳甫斯的冥界寻妻神话颇相

似。俄耳甫斯是位杰出的歌手，他和妻子欧律狄刻

伉俪情深。有一天，欧律狄刻被毒蛇咬伤了脚，奄奄

一息，灵魂堕入冥界。俄耳甫斯决定前往冥府寻回

妻子的灵魂。他在冥界用音乐感动了冥王夫妇，冥

后珀耳塞福涅让俄耳甫斯带欧律狄刻回去，并告诫

他只要他们没有穿过冥界的大门，就绝不要回头看

他的妻子。然而，俄耳甫斯回程路上没有听到妻子

哪怕是呼吸的声音，周围死一般寂静，他心里抵御不

住恐惧，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妻子的眼神无比

哀伤。欧律狄刻的身影于是坠入深渊。第二天，欧

律狄刻死去，无法再救回。俄耳甫斯几年后也死去，

进入冥界与妻子团聚(施瓦布97—99)。
俄耳甫斯冥界寻妻神话与记纪黄泉国神话极为

相似，都是冥界寻妻神话，妻子都因突如其来的意外

而魂归冥府，结果都因丈夫违反禁忌而导致寻妻失

败。热衷于考察印欧神话与日本神话关系的吉田敦

彦多次提到两则神话的相似性。吉田指出：“日本神

话与古希腊神话之间，有众多不可忽视的类似之处。

其实，明治以来，日本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已经一再地

将注意力投入到此类问题的研究当中去。我们曾专

门做了与波利尼西亚神话类似之处的讨论，其结果，

大多数评论家们皆提出伊邪那岐访问黄泉国的神话

与古希腊著名的俄耳甫斯传说之间具有相似性的论

点”(吉田敦彦，《比较神话学：日本与希腊》11)。在列

举了黄泉国神话与希腊神话关系之后，吉田敦彦甚

至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是要“致力于弄清一个事实：我

国古典神话虽然包含多种起源要素，但将它们归结

到一个统一的整体框架这一点，明确受到了经由上

述路径传至日本的印欧文化圈的影响”(吉田敦彦，

『日本神話と印欧神話』20)。此外，西乡信纲曾指

出：“伊耶那岐想从黄泉国带回伊耶那美而失败的故

事，马上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中有名的俄耳甫斯的

故事”(55)。工藤隆还曾将黄泉国神话分为三部分：

①伊耶那岐黄泉国寻妻部分；

②伊耶那岐看到伊耶那美身体而逃去部分；

③男女二神隔着千引石互致诀别之辞的部分。

他指出：“一般说来，关于这段，特别是①部分，

很多观点认为其与希腊的俄耳甫斯神话相似”(152)。
希腊神话与日本神话的相似性，不仅是俄耳甫

斯神话，还有冥后珀耳塞福涅的冥界留滞神话。曾

帮助俄耳甫斯救妻的冥后珀耳塞福涅被冥王哈迪斯

抢去后，又被诱骗着吃下了石榴籽，因而每年必须有

几个月的时间要回到阴间，与冥界结下不解之缘。

通过吃某种食物而将人留在异界的情节，与黄泉国

神话中伊耶那美吃了黄泉国食物而不能返回苇原中

国的情节类似。吉田敦彦、荻原浅男等多位学者提

到过这部分神话的类似性。荻原浅男曾指出：“与此

相似的故事，外国也有。据说，希腊神话里有位名叫

珀耳塞福涅的女神，被地下冥界王哈迪斯诱拐时，该

女神就因吃了几颗石榴籽，而不能回到阳界”(61)。
诸多类似神话的发现，更让部分日本学者深信记纪

黄泉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有亲缘性。

黄泉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

的，正如工藤隆所指出的那样，在丈夫去冥界寻妻，

欲将妻子带回人间，但因违反禁忌而最终解救失败

的这部分情节，两则神话极为类似。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黄泉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比较研究，意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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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然而，黄泉国神话的构成要素较之希腊神话的

俄耳甫斯寻妻神话、以及冥后珀耳塞福涅的冥界留

滞神话更为复杂，其来源的讨论须谨慎。

西乡信纲就曾质疑说：“比较伊耶那岐和俄耳甫

斯，故事虽然相似，但文脉的不同也很明显”(55)。工

藤隆在指出第①部分的相似性后，进一步指出：“但

到了②③部分，在一看到伊耶那美腐烂的身体后，伊

耶那岐却转而吓得浑身发抖，一个劲撒腿逃去。总

之，②③部分，毫无夫妇爱恋故事因素。也就是说，

引用的俄耳甫斯神话缺乏黄泉国神话的‘与死灵相

斗’的要素，这方面成为两者决定性的不同”(152)。
西乡信纲所说的文脉、工藤隆指出的②③部分，都指

向黄泉国神话的结构与构成要素的问题。

工藤隆指出的第③部分是希腊神话明显缺失的

情节，无需赘言。那么，在有部分情节相似的①②部

分，日本黄泉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有无不同？

首先，“垂死”与“既死(已死)”相异。俄耳甫斯神

话中，欧律狄刻被毒蛇咬伤后奄奄一息之际，俄耳甫

斯悲痛万分，决心前往冥界寻妻。此时的欧律狄刻

实际上是处于垂死状态，俄耳甫斯救妻失败后，其妻

翌日便死去。因此，俄耳甫斯的冥界寻妻，实际上是

寻回妻子失去的魂魄。欧律狄刻濒死的身体尚未化

为腐烂的尸首，所以，后文就不可能出现丈夫看见妻

子腐烂的尸体而害怕逃走的情节。欧律狄刻在俄耳

甫斯前往冥界之前是垂死状态。与此相对，黄泉国

神话中，伊耶那岐去往黄泉国之前，伊耶那美已死，

非垂死状态。

其次，希腊神话中缺失腐烂身体袒露的情节，禁

忌内容亦与记纪神话相左。该差异与上述“垂死、既

死”有关。两则神话都有打破禁忌的情节，但希腊俄

耳甫斯神话的禁忌是不能回头看。俄耳甫斯打破禁

忌后，看到妻子幽怨的眼神，没有看到妻子的尸身，

这是因为俄耳甫斯妻子的尸身并没有进入冥府，尚

留有一息，更不用说腐烂了。

再次，火光的照射及对冥界的认知不同。黄泉

国神话中，黄泉国为漆黑不见五指之境，伊耶那岐点

燃梳齿，才看清了女神伊耶那美腐烂的身体。希腊

神话中，俄耳甫斯看清妻子的容颜并不需要借助火

光的照射。他能看到妻子幽怨的眼神，这说明希腊

神话中的冥界并非漆黑不见。火的使用，虽只是两

则神话细小的差异，但折射出两国神话对冥界认知

的不同。希腊神话的冥界与人间隔着冥河，要去往

冥界需要摆渡到河的对岸，冥界与人间是水平的平

行构造，位于河两岸的平行空间。与此相对，日本神

话中的黄泉国需要经过黄泉比良坂才能回到苇原中

国。“黄泉比良坂”是坡道，“坂”在日语中就是坡道的

意思，因此黄泉国与苇原中国是垂直的上下结构。

王向远曾指出：“我们已经知道，‘记纪神话’的诸神，

分别生活在‘高天原’(天界)、‘苇原中国’(地上)和‘黄

泉国’(地下)三个层次上”(34)。这里提到的三个层次

便是一种垂直的上下结构。因此，希腊神话与日本

神话，对冥界的认知有很大差异(水平结构与垂直结

构、隐约可见与漆黑不见)，甚至可以说存在本质上

的不同。

最后，音乐感化情节在黄泉国神话中不见。希

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是著名的诗人和歌手，他说服

冥王和冥后是通过边弹出悦耳的琴声、边唱出优美

的歌声来感动他们。黄泉国神话完全没有这一情

节，伊耶那美是否能离开黄泉国也不是要通过丈夫

伊耶那岐的救助，而是伊耶那美自己与黄泉国神沟

通，不存在伊耶那岐救妻情节，乃单纯的寻妻神话。

综上，俄耳甫斯冥界寻妻神话与记纪黄泉国神

话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还是存在很多差异。而且，

希腊神话如何传至日本？其传播路径，研究者们多

语焉不详。东京帝国大学的江上波夫曾提出著名的

“骑马民族来源说”，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欧洲神话通

过骑马民族带至日本①。但希腊神话影响日本神话

的观点有个致命的漏洞：如果真是由骑马民族将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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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神话带至日本，那从西欧至日本的传播路径上沿

途的国家或地区，应该存在类型相同的神话。很难

想象希腊神话在传播过程中，没有影响沿途国家或

地区的神话，直接从希腊跳至日本。这不仅需要跨

越地域的障碍，还要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希腊

神话的载体古希腊语是如何跨越语言屏障流入日本

语言文化中的？此外，在影响时间的印证上，“我们

现在多数人看到的希腊神话，是 19世纪德国诗人施

瓦布的改写创作本，那正是中国的晚清时期”②。晚

于日本记纪神话出典近千年才被改写创作的希腊神

话，作为记纪神话影响源来考察，显然应谨慎。然

而，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学界对这一传播时间的考证

却避而不谈。

吉田敦彦曾引用福特克兰兹的观点指出：“福特

克兰兹在著作中阐释道，与俄耳甫斯、伊邪那岐情况

相同，为了将亡妻带回上界，以访问冥府的丈夫的冒

险为主题的故事，除了日本和希腊以外，只限于波利

尼西亚和北美洲这两个地区。另外，丈夫的计划以

失败而告终，而失败的原因在于丈夫违反了冥府规

定的禁令，这样的故事除了日本和希腊以外，只见于

北美的原住民的传承中。换句话说，打破冥府禁令

的主人公，最终没能将亡妻带回，像这样的侠义的

‘俄耳甫斯型神话’实际上在旧大陆就仅见于日本和

古希腊”(吉田敦彦，《比较神话学：日本与希腊》12)。
依此结论，那说明就算有一条或数条从希腊传至日

本的传播路径，其沿途各国及地区也都没有出现相

似的神话，这则神话在古代是直接从希腊传至日本

的。且不论福特克兰兹的调查是否全面，能否真的

下判断说这类神话故事除了日本和希腊外，只见于

波利尼西亚和北美洲两个地区？就算这一判定准确

无误，吉田敦彦得出的打破冥府禁令的主人公最终

没能带回亡妻的故事确实只见于日本和希腊，那这

一飞跃式、突破语言文化等诸多障碍，直接从西方传

至东方岛国的传播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这么重要

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无迹可寻？笔者并不

否认俄耳甫斯神话与黄泉国神话的相似性，也或许

两者的确存在某种关联。但笔者以为，这一相似性

是不是影响所致，非常可疑。或许更应该理解为这

是东西方两个文明区域内部各自因集体无意识而形

成的类同，是东亚文化圈和西方地中海文化圈民众

各自集体经验在远古人心灵底层形成的精神沉积。

二、《搜神记》“汉谈生”故事与记纪黄泉国神话

黄泉国神话的溯源研究，与其一味从印欧神话

中寻找影响源，不如将视角拉回亚洲。记载日本

古代神话的文字是汉字，记纪、《风土记》均用汉文

或变体汉文记载。东亚汉字文化圈视域下，连神

话载体的文字都是汉字的日本神话，其中国文化

的影响不言而喻。吉田敦彦所谓的“打破冥府禁

令的主人公，最终没能将亡妻带回”的侠义的“俄

耳甫斯型神话”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类似的

神话故事出现。

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卷十六“汉谈生”故事，与

黄泉国神话就有颇多相似之处。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

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

生，为夫妇。之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

三年之后，方可照耳。”与为夫妇。生一儿，已二岁，

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

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

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

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

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

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

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202—203)
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广畑辅

雄就曾指出：“将二十卷本《搜神记》卷十六‘谈生的

故事’，与《古事记》的故事相比，发现相似的要素特

别多”(271)。广畑辅雄后来没有更进一步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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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观点也未能引起学界注意，加之后来吉田敦彦等

人将其与希腊神话进行比较的研究甚嚣尘上，黄泉

国神话与《搜神记》的比较研究就变得鲜有问津。然

而，在日本学界热衷于研究印欧神话、南岛神话、环

太平洋神话等与日本神话的关系，反而忽略近在咫

尺的中国神话的今日，有必要将《搜神记》“汉谈生”

故事与日本神话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比较《搜神记》“汉谈生”故事与记纪黄泉国神

话，有如下相似之处。

第一，两则故事都属于妻子复生型神话故事。

汉谈生故事中，睢阳王之女早已作古，与谈生结为夫

妇，三年后可复活，恢复人形。黄泉国神话中伊耶那

美也已归道山，欲同黄泉神商议，让其复活回到伊耶

那岐身边。

第二，禁忌都是丈夫不能看妻子身体。睢阳王

之女特意叮嘱：“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干宝

202)。伊耶那美亦郑重诫告：“故，欲还，且与黄泉神

相论。莫视我”(太安万侶，『古事記』34-35)。两者都

是妻子亲自告诫丈夫不要看自己的身体。希腊神话

则由冥后珀耳塞福涅告诫丈夫俄耳甫斯，且禁忌的

内容是“只要你们二人没有穿过冥界的大门，你就决

不允许朝她回顾一眼”(施瓦布 98)。这种禁忌是有空

间限制的，即在没有出冥府之前，这一禁忌不可打

破。但中日两国上述神话故事却没有提到空间的限

制，且不存在回顾与否，打破禁忌也不是在返回人间

途中发生的。

第三，禁忌中均有“火光照视”的情节。汉谈生

故事中，妻子明确提醒丈夫“勿以火照我也”，丈夫却

“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干宝 202)。黄泉国

神话亦为丈夫伊耶那岐难以等待而拔下梳子，点燃

其边齿照亮查看。中日两国神话故事中的丈夫都没

能忍住，打破禁忌，点燃火烛，偷看了妻子的身体。

希腊神话则根本没有点火烛的情节。在看妻子身体

时，中日两国神话故事都是趁妻子灵魂不在场或不

备时偷看，看到的都是妻子的尸身。希腊神话没有

趁妻子熟睡或灵魂不在场而为之，回顾后所见的也

不是妻子的尸身。

第四，都出现了妻子腐烂、可怖的尸体。这是中

日两则神话故事在打破禁忌方面与希腊神话最大的

不同。在《搜神记》中，谈生看到妻子身体“其腰已

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202)。腰以下身体

早已腐烂，唯有枯骨。黄泉国神话中伊耶那岐看见

妻子身体蛆虫聚集、窸窣蠕动。身上生蛆，显然是人

死后尸体腐烂情形的神话再现，证明中日两国神话

故事中的妻子已死。与此相对，希腊神话中俄耳甫

斯回头只是看到妻子幽怨的眼神，根本没有腐烂的

尸首，俄耳甫斯去冥界时，他的妻子尚存一息，救妻

失败后，翌日妻子便死去。

第五，都有最后的诀别之辞。《搜神记》“汉谈生”

故事中，妻子复活失败后，怨道：“君负我。我垂生

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202)黄泉国神话中，

伊耶那美被丈夫火光照见尸身后，怨道：“令见辱吾”

(太安万侶，『古事記』35)。亦有责备，甚至认为丈夫

让其受到了侮辱。《搜神记》“汉谈生”故事，妻子告知

丈夫：“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

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203)。其中“大义永离”

乃永别之辞，不过虽然丈夫导致妻子复活失败，妻子

并没有太过责备，夫妻之情犹在，诀别之际妻子还念

及丈夫与孩子未来的生计，遗物帮其渡难关。黄泉

国神话则非常决绝，妻子愤怒地派黄泉国军追逐，最

后自己亲自追来，夫妻二人隔着千引石互致诀别之

辞，诀别之辞还颇为决绝，夫妻之情荡然无存。希腊

神话则根本无致诀别之辞的情节，丈夫打破禁忌后，

妻子直接坠入深渊。

最后，结局相同。黄泉国神话和《搜神记》“汉谈

生”故事，最后的结局都是永别，此后夫妻再无相会，

故事没有在夫妻团聚中落下帷幕。与此相对，希腊

神话中俄耳甫斯虽没能救回妻子，但几年后他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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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夫妻在冥界重逢，故事的最后还是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因此，《搜神记》“汉谈生”故事与记纪的黄泉国

神话有颇多相似之处，且不少相似处是希腊神话所

没有的。火光的照视、腐烂的身体、诀别之辞等，都

是中日两国神话故事共有的表现，却与希腊神话大

相径庭。希腊神话中歌手感动冥王夫妇的神话情

节，也与中日两国神话大异其趣。

记纪黄泉国神话的比较研究，“道在迩，而求诸

远”的做法应反思。广畑辅雄就曾说过：“希腊神话

中，去冥府寻访死去妻子欧律狄刻的俄耳甫斯，因打

破禁忌看了妻子，而导致救妻失败。该故事与上述

日本神话(即黄泉国神话)的类似已被指出，但还不能

认为两者有直接关系”(271-272)。他指出两者存在

不同，比如伊耶那岐从黄泉国逃出的情节包含咒术

的成分，这与希腊神话差异甚大。

记纪黄泉国神话与《搜神记》“汉谈生”故事、希

腊俄耳甫斯寻妻神话之间的异同，可见下表。

分析上表可知：A至 J的十个情节中，黄泉国神

话与“汉谈生”故事情节完全吻合(或相似但有部分

区别)的高达九个，而与希腊俄耳甫斯寻妻神话完全

吻合的仅三个。并且，正如上文所述，A情节，虽然

俄耳甫斯寻妻神话中亦有相似部分，但存在“既死”

“垂死”的区别；C情节，俄耳甫斯寻妻神话中告知禁

忌的主体并非妻子，而是冥后，且禁忌的内容也非完

全吻合，俄耳甫斯寻妻神话中的禁忌有空间的限定；

H情节，俄耳甫斯寻妻神话中只见妻子幽怨的眼神，

并未有言语责备。除此之外，俄耳甫斯寻妻神话与

记纪黄泉国神话还存在如神话构造空间的认知等诸

多不同。因此，记纪黄泉国神话与上述两则神话故

事中哪一个更具亲缘关系，略作剖析，即一目了然。

此外，黄泉国神话中，伊耶那岐在黄泉比良坂下

用桃子击退黄泉军的故事构思，一般认为源自中国

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桃可辟邪。

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曰：“沧海之中，

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

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于是黄帝乃作礼以

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

御”(938—939)。刘安等著《淮南子·诠言训》曰：“羿

死于桃棓。”高诱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

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151)。欧阳询等编《艺文类

聚·果部上》引《庄子》曰：“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

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1468)。朱

彬注《礼记·檀弓下》曰：“桃，鬼所恶”(133)。
中国古人认为桃木生在鬼门，能御鬼。巧合的

是黄泉国神话中的桃树也是生长在黄泉国出口——

黄泉比良坂下，亦即“鬼门”。《淮南子》所言羿死于桃

棓，是故鬼畏桃。《庄子》提到中国古代插桃枝于门

上，可以辟鬼；朱彬注《礼记》亦言“桃，鬼所恶”(133)。
中国古代桃能驱鬼的思想影响了黄泉国神话，这在

记纪注释书中也多次被学者们指出。次田润《古事

记新讲》：“投桃子击退黄泉丑女的故事，作为起源说

明神话，《书纪》一书说明道：‘此用桃避鬼之缘也。’

此风俗不用说源自中国思想的影响，《左传》昭公四

记纪黄泉国神话与《搜神记》“汉谈生”故事、希腊俄耳甫斯寻妻神话对照表

记纪黄泉

国神话
汉谈生

故事
俄耳甫斯

寻妻神话

A妻子

已死

◎

▷

B丈夫追

往冥界

◎

C妻告知

夫禁忌

◎

▷

D夫点火

烛查看

◎

E妻腐烂

身体展现

◎

F禁忌被

打破

◎

◎

G复活失

败

◎

◎

H妻子嗔

怪

◎

▷

I致诀别之

辞

▷

J夫妻别后

未再相见

◎

注：表中◎代表具备相同情节且情节几乎一致，Δ代表虽有相似情节但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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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条：‘桃弧棘矢，以除其灾’，桃被认为可以除邪

气”(63)。尾崎暢殃《古事记全讲》：“从没有伴随出

现化生故事来看，投桃一条似乎来自桃有除魔之力

的大陆系咒术思想”(68)。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古事

记》曰：“在中国，人们相信桃拥有去除邪鬼的威力，

大概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荻原浅男、鴻巣隼雄 66)。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日本书纪》注“桃避鬼”句曰：

“桃拥有驱除邪鬼的观念，在中国自古就广为流传。

《荆楚岁时记》有‘桃者有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

鬼也’，此外还有很多例子。并且，在日本也有此习

俗。[……]这表明我国桃有咒术力的观念同节日一

样，缘起中国”(舎人親王 99)。周作人(初版作“周启

明”)《古事记》中译本对此亦注曰：“盖系中国桃弧棘

矢的影响”(8)。王小林在考察了记纪、《万叶集》等日

本古代典籍文献的基础上，也认为桃的寓意源自汉

籍(14)。此类注释与研究不胜枚举，总之，认为桃辟

邪鬼源于中国的观点，中日两国学者多有论述。记

纪黄泉国神话源于中国的元素颇多，这也间接证明

黄泉国神话的主体结构——妻子复活神话因素，应

与中国文学有关。

此外，记纪黄泉国神话中“黄泉国”“黄泉神”的

“黄泉”一词，毫无疑问，亦源自中国古代文献。“黄

泉”一词原指地下泉水，后引申为人死后埋葬的地

方，或人死后的阴间世界。黄泉被认为在地下，这与

中国古人认为天地玄黄，泉在地下的观点有关。王

充《论衡·薄葬》：“亲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

葬之黄泉之下”(965)。范晔《后汉书·马援列传》：“惟

陛下留思竖儒之言，无使功臣怀恨黄泉”(849)。这里

的“黄泉”，均指冥界、地府。黄泉国神话的“黄泉”观

念承继了中国古代黄泉位于地下的垂直世界观。

三、黄泉国神话与中日墓葬习俗

黄泉国神话中的“黄泉国”是女神伊耶那美死后

所去之国。根据伊耶那岐点火才能看到妻子身体的

情节，可以推知黄泉国应处于无光的漆黑环境中。

女神身体有腐烂之态，可知黄泉国神话应与埋葬式

墓葬习俗有关。《古事记》的撰者太安万侣位于日本

奈良县山边郡都祁村的坟墓，发现了“和同開珥”文

字的数十枚钱币。这种墓室中随附陪葬钱币的做

法，森浩一认为“安万侣是崇拜唐文化的奈良朝贵

族，因而这种货币随葬品应该受到了中国民间信仰

的影响”(8)。《搜神记》“汉谈生”故事中女鬼妻子入华

堂室宇，取一珠袍给谈生，便是墓中随葬珠宝、钱币

的体现。撰录日本神话最重要原典《古事记》的太安

万侣本人，其墓穴亦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黄泉国神话历来引人注目的是墓室结构。《日本

神话事典》就提到历来黄泉国的意象颇具说服力的

观点是认为其源自横穴式古坟(大林太良、吉田敦彦

322)。西乡信纲指出：“伊耶那岐逃出，伊耶那美追

逐其后的故事，该情景一般多以横穴式古坟的构造

来解释、说明”(49)。广畑辅雄也认为：“考察日本神

话黄泉国观念的形成，其反映了横穴式古坟石槨内

部情况的观点几乎成了通说”(282)。这里所说的“横

穴式古坟”是从地表(包括山腰、悬崖等)向下(或向内)
挖出坚穴、在底部一侧再横向挖一个横穴墓室的埋

葬方式，属于土葬。黄泉国神话中，女神伊耶那美自

殿内出“滕户”相迎，这里的“滕户”一般认为是堵塞

古坟入口的“蓋石”；自“殿”内相迎的“殿”是墓室；伊

耶那岐逃亡的“黄泉比良坂”，被认为是墓道；最后堵

住黄泉比良坂的“千引石”则是墓道的闭塞石。这类

观点早在次田润《古事记新讲》中就有提及(65—66)，
并得到了日本学界广泛的认可。

横穴式墓葬很早就在中国出现。扶风刘家墓地

发现的先周时期 20座墓穴中就有 15座为洞室墓。

到了秦汉，横穴式洞室墓得到了普及，“汉代，上至皇

帝、诸侯，下到平民，不论身份尊卑，其葬制都是洞室

墓，并且己普及到了全国”(高滨侑子 22)。地下的墓

穴式空间提供了冥界神话的空间构建范式，这种洞

室墓的发展与流布，也给日本葬制带去影响，给日本

··47



外国文学研究 2024.11
FOREIGN LITERATURE

神话空间构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1972年，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平田发现

了著名的高松塚古坟，该古坟被认为建造于7世纪末

8世纪初的藤原京时期(694—710)，上段直径 18m，下
段直径 23m，高 5m。依广畑辅雄所言，这正好与黄泉

国神话的诞生处同一时期(284)。高松塚古坟石室的

顶部有星宿，周围壁画有日、月、四神和随从。这些

壁画、星宿等被认为是以中国思想为基础构建的，是

死者永眠的黄泉世界。墓室东壁有青龙，青龙身形

呈正 S形。墓室西壁有白虎，与青龙正好表里相反，

身形呈反S形。墓室北壁有玄武，龟蛇呈椭圆形纠缠

在一起。墓室门石内侧推测或有朱雀，但因漆已脱

落，具体情况不甚明了。墓室顶部有星宿，其顶部中

心位置为北极、四轴，周围则有东西南北各七星宿。

青龙、白虎、玄武、星宿，这些中国神话元素无不透露

出中国思想影响的痕迹。日本发现的横穴式古坟不

在少数。从最早的谷口古坟(4世纪)始，贯穿日本古

坟时代中后期，这正是日本神话文字化之前的形成

时期。

记纪黄泉国神话不仅与《搜神记》“汉谈生”故事

高度相似，黄泉国的空间构造也与中国横穴式墓葬

习俗有关，加之有“桃辟鬼邪”的民俗和“黄泉”等词

汇的直接影响，且《搜神记》与记纪的影响关系也被

多次证实，③形成了可靠、坚实的证据链。891年，宇

多天皇命藤原佐世编辑《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搜

神记》三十卷干宝撰”。《搜神记》原书已散佚，今传明

人胡应麟辑录二十卷本，仍较《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收录本少了三分之一。即是说，《搜神记》不仅很早

就传至日本，且传去的本子较现存《搜神记》更全。

《搜神记》乃我国东晋干宝(281—351)所著，较日本记

纪黄泉国神话的出典《古事记》(712)、《日本书纪》

(720)的成书时间至少早了 360余年。在这 360余年

间，日本至少派遣了 5次遣隋使、8次遣唐使。④日本

遣隋使、遣唐使来华尤重购书，《旧唐书》就记载日本

使臣购买张鷟文章的情形：“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

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刘昫等

4024)。《新唐书》亦云：“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

其文”(欧阳修、宋祁 4980)。可见当时日本使臣购书

之一斑。遣隋使、遣唐使等中日交流使节是将中国

文化传至日本的主体，《搜神记》也应随之东渡扶桑。

除遣隋使、遣唐使之外，《古事记》中记有百济人王仁

携带《论语》《千字文》至日本的事迹，虽一般认为这

一事迹有作伪之嫌，但古代朝鲜半岛与日本交往甚

密，故《搜神记》也有可能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

与此相对，正如上文所述，现今所见希腊神话的成文

时间较日本记纪神话的成文时间晚了近千年，也并

未见任何文献记载有包含希腊神话的书籍进入上古

日本。因此，与希腊神话相比，早于记纪神话 300多
年的《搜神记》“汉谈生”故事，无论从传播时间、传播

路线、传播载体上，还是从现有证据上看，影响记纪

黄泉国神话的可能性都更大。比起远在欧洲大陆、

并无可靠传播路线与载体、亦无时间上传播印证的

希腊神话，中国文化对记纪黄泉国神话的影响更为

可信。

中日两国冥界寻妻神话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

文化圈在墓葬习俗、冥界空间构造、古代东方生死观

等方面形成的共同认知。它不同于希腊冥界神话中

的水平世界观。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记纪黄泉国神

话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日本黄泉国神话虽然与希腊俄耳甫斯神话有相

似之处，但作为影响研究来讨论应慎重。日本神话

中国文化对日本记纪黄泉国神话影响图

··48



2024.11 外国文学研究
FOREIGN LITERATURE

的研究不应刻意回避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求诸远”，

黄泉国神话与中国古代典籍文献关系密切。黄泉国

神话中妻子死后欲复生及禁忌打破等情节与《搜神

记》“汉谈生”故事有关；“黄泉”“冥界”等思想与中国

的冥界“黄泉”思想有关，且“黄泉”二字本就源自中

文；伊耶那岐击退黄泉军和黄泉丑女的思想，特别是

“桃”击退鬼魅的思想与中国“桃”能辟鬼邪的民间信

仰有关；黄泉国构造、黄泉国世界观源于中国古代横

穴式墓葬结构。可以说，记纪黄泉国神话不是在一

个点上，而是在文学形象、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与

中国古代文化有关，受到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记纪

黄泉国神话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为探寻中日上

古文化交流打开了一个切入口，可管窥中国文化在

日本上代文学中的影响与流布，也能为纠正日本学

界在此问题上长期以来的偏见与研究误区，提供证

据支持。当然，日本黄泉国神话不仅包含了颇多中

国元素，也包含有日本传统文化元素，如污秽处生神

的情节在日本神话中频现，这或许隐含了日本独特

的神话思维；而食用异界食物导致不能返回的情节

更是在世界多国神话中广有分布。这种多重起源的

特性，有待今后进一步挖掘。

注解：

①大林太良、吉田敦彦都认为希腊神话由骑马民族带至

日本。吉田敦彦在《日本神話と印欧神話》中指出：“正如大林

氏所说，日本神话中发现的源自印欧神话的元素，恐怕是以斯

基泰人为代表性的伊朗系骑马游牧民族的神话，以阿尔泰系

骑马游牧民为媒介，经由朝鲜半岛，与其他统治者文化元素一

道，传入古坟时代的日本而流传至我国的”(吉田敦彦，『日本

神話と印欧神話』206)。
②参见田兆元《中国神话与中国精神》一文(《北京日报》，

2017年8月7日)。
③神田秀夫在《古事記と搜神記》中专指出：“令人意外的

是，《搜神记》有很多与我们民族的古传有关的故事，这不限于

《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也与其后的中世、近世的诸传

承有关，一一列举的话，恐怕有十数余条”(参见『古事記年報』

1986年第 29号，pp.238—244)。笔者近年多次撰文讨论两者

的关系。拙文《中国斩蛇神话群与日本八岐大蛇斩杀神话》指

出：“中国斩蛇神话群中对八岐大蛇影响最深的神话当属李寄

斩蛇”(189)。拙文《日韩三轮山型神话传说与中国神话》另指

出：“三轮山型神话传说的祖型当是《搜神记》的钟繇故事和猪

臂金玲故事”(55)。
④根据《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日本书纪》等文献的记

载，自公元 600年至公元 706年(即《古事记》《日本书纪》成书

前)，日本共派出至少 5次遣隋使、8次遣唐使，派出年份分别

为：600年、607年、608年、610年、614年、630年、653年、654
年、659年、665年、669年、701年、7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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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Japanese Myth of Yomi-no-kuni

Zhan Caicheng

Abstract：The Japanese myth of Yomi-no-kuni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have a relation to the Greek myth of Orpheus.
However, by analyzing the literary image and plot structure of the Japanese myth, we fi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not only
in plot, but also 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cognitive thinking of the underworld between the Japanese myth of Yomi-no-ku⁃
ni and the Greek myth of Orpheus. A further comparative analysis can deliver several revelations: the myth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Japanese myth of Yomi-no-kuni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Han Tan Sheng" story in Sou Shen Ji; the thought of
"peach to ward off ghosts and evil" in the myth of Yomi-no-kuni originates from ancient China; the word "Yomi" comes
from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myth of Yomi-no-kuni is related to the structure of ancient Chi⁃
nese tombs.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Japanese myth of Yomi-no-kuni, we should not simply dwell on the Indo-European
myth; instead, we should atta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center of East Asian culture-China.

Key words：Japanese Kiki-Shinwa; Japanese myth of Yomi-no-kuni; Chinese culture; Sou Shen Ji; Greek my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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