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世紀的八歧大蛇神話》：《古事記》與八歧大蛇神話的再演繹 

 

八歧大蛇神話所講述的，是須佐之男命斬殺八頭蛇怪的故事，最廣為人知的版本出

自於日本最古老的書面文獻《古事記》。這部著作成書於西元 712年，故事表達對須佐之

男命戰勝可怕怪物的讚頌。然而，這部短片卻向遊客展示了另一個流傳於日本中世紀時

期出雲地區的版本。 

故事的作者是 16世紀早期一位名叫李庵的佛教僧侶。當時日本深陷戰亂，社會動盪

不安。李庵離開居所京都，前往傳說中的眾神之國出雲，希望找到拯救人類於亂世的啟

示。在出雲，他從當地口耳相傳的傳說中，聽到了一個不同以往的八歧大蛇神話，並在

1523年記錄成文。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部短片就是根據李庵寫下的故事而來。 

據記載，李庵在出雲遇到了一位熟知本地神話和傳說的老人，於是邀請他擔任自己

的導遊。老人告訴李庵，八歧大蛇從前就居住在斐伊川一處名叫「天淵」的深潭中。李

庵還得知蛇怪在附近的一座高山上垂死掙扎時，被它觸碰到的石頭都變成了鐵塊。 

李庵想去尋找這些鐵石，卻被老人警告：傳說，當年也有一位地方領主試圖尋找鐵

石的所在地，於是命令部下清除山上的草木植被。孰料眾人剛剛行動，一場巨大的風暴

便憑空捲起。狂風吹倒了一株大樹，樹木轉眼化為八歧大蛇的幻象，嚇得眾人心神俱裂！ 

聽完這個故事，李庵開始相信，八歧大蛇不是怪物，而是這座山的守護神靈。他意

識到了珍愛生命的重要性，一切生靈都值得尊重，哪怕只是山坡上的野草。於是，他回

到京都後便與人們分享了自己從這個神話中得到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