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鯱瓦 

 

日本許多天守的屋脊兩端都裝飾著虎頭魚身的鴟尾，這是一種想像中的神獸「鯱」。

在民間傳說中，萬一發生火災，鯱能從口中噴水滅火，保護房屋免受火患。有研究認為，

鯱瓦在鐮倉時代（1185-1333）隨唐朝寺院建築樣式從中國傳入日本。 

鯱瓦的前身可能是古代宮殿和寺院屋頂上具有相同防火神力的屋脊瓦。和常見於神社

的守護狛犬（日本石獅）相似，鯱也常常雌雄成對出現。雄鯱張口、雌鯱閉口，據說分別

對應「a」和「n」兩個發音。在佛教和源自印度的其他宗教中，這兩個音代表著萬事萬物

的起始與終結，意義深遠。 

這裡展出的鯱瓦來自大天守的屋頂，雄鯱高 127公分，，位 於屋頂南端；雌鯱高 124

公分，位 於屋頂北端，是 1950 年代的大整修期間拆下來的。根據兩根應該是同時期替

換的「鯱真木」（支撐瓦片的木柱）上的銘文推測，這對鯱瓦很可能製作於 184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