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雨習俗 

 

兩千多年來，菊池平原的人們一直依靠種植水稻為生，傳統的祈雨儀式歷來是他們精

神修行的核心。因此，當地誕生了豐富多彩的祈雨儀式，其中一些至今仍在菊池地區流行。

每年在盛夏前舉辦的「川祭」和「祈雨太鼓」就是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儀式，現在通常安排

在 7月 20日前後的同一天舉行。 

川祭在菊池市中心以南的合志川畔舉行，靠近住吉日吉神社。這個儀式是為了安撫淘

氣的河童，牠是日本民間傳說中的妖怪，據說會引發洪水。黃瓜、茄子等夏季蔬菜是河童

最喜歡的食物，人們將它們與神道教儀式使用的「御幣」杖一起置於河岸，供河童享用。

日本的河童水陸兩棲，頭頂凹陷，背上有甲殼和鱗片，手腳指間有蹼，與中國傳說中的河

童（水獸）大不相同。 

川祭之後是祈雨太鼓，在住吉日吉神社內舉行，人們擊打著大太鼓模仿雷鳴聲。這一

傳統源於日本中世（12世紀～16世紀），傳說一位當地領主為了讓老百姓免受乾旱之苦，

奮力擊鼓，驚動了天上的神明，終於求得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