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参”（拜山） 

 

屋久岛民有参拜神山的传统。各村参拜时间不同，或春季，或秋季，又或春秋两季。

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叫“岳参”，即参拜山岳之意，据说大约始于 500 年前。村民派出代

表们向山神在佛教里的化身“一品宝珠大权现”祈求五谷丰登、渔获兴旺，家园平安。每

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参拜仪式和路线。活动流程通常是先后攀登一座外围的前岳和一座内

陆的奥岳，并且后者的山势须比前者更为高大，比如宫之浦岳、永田岳、栗生岳等都在

其列。如今有些村庄已经将路线简化，只需攀登前岳即可。 

 

起源 

15 世纪 80 年代晚期，屋久岛地震频繁，佛教日莲宗僧人日增上人为此在永田岳山

顶的山洞中闭关 7 天诵读《法华经》。据说从那以后，岛上再也感觉不到地震。后来，本

土的神道教神祇彦火火出见命（又称山幸彦）被尊为“一品宝珠大权现”的化身，他的这

个名字被铭刻在石祭坛和石碑上，在拜山路线上随处可见。因此，“岳参”活动祭拜神道

教与佛教两方神明，是 6 世纪中期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后与神道教融合（即“神佛习合”）

的一个典例。 

 

现代的“岳参” 

随着交通愈发便利，地方人口日趋减少并老龄化，“岳参”仪式从以往的三天两夜逐



步缩短到了现在的一天。屋久岛的 24 个村庄中，大约有 20 个村庄仍然举办“岳参”活动，

被选中参加岳参是一种荣誉。岛上最大的村庄宫之浦村在春秋两季各组织一次岳参。活

动流程如下：参拜者于凌晨 3:30 到达益救神社祈祷朝圣平安，然后驱车前往一品滨用杨

桐枝条进行净化仪式。之后，在一个长 10～15 厘米、直径 3～4 厘米的竹筒中装满被海

浪冲洗的沙粒，据说沙子代表献给山神的海盐。清晨 6:00 左右，参拜者启程登山。他们

身穿白色短褂“法被”，头戴锥形竹笠——这是参拜的标准着装，用来表达他们对彻悟的

追求，以及与其他徒步者的区别。登山单程 8 公里，到达宫之浦岳顶峰后，他们要参拜

一个位于山洞中的迷你神社，里面供奉着“一品宝珠大权现”。参拜的供品除了沙子，还

有盐、大米、烧酒等来自大海和田地的馈赠，以及供奉神灵的钱帛。参拜基本采用神道

教方式，比如击掌合十，但也融入了集体念诵祷文这样的佛教元素。 

 

村庄神社，另一个参拜地 

益救神社已有超过千年的历史，也是屋久岛上的神道教中心，被视作岛上神社的“本

山”（总社）。它位于宫之浦村中，是一个比山顶神社方便得多的参拜地。益救神社内供

奉 7 位山神和海神，其中包括彦火火出见命，即佛菩萨化身“一品宝珠大权现”。神社就

在山脚下，岛民全年都可以在这里参拜，而不必等待“岳参”。每年除夕夜，这里都会举

办象征善恶两神之战的“和太鼓”表演。据说，一位善之山神会在 12 月 31 日从宫之浦岳

降临村中，赶走人们身上的恶灵，同时恶神会来此与他交战。表演时，台上舞动的火把



代表善神终将取得胜利，驱除人们身上的一切恶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