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耕儀式 

 

對菊池平原的居民來說，在每年農耕週期的幾個關鍵時間點上舉行的傳統儀式意義重

大。其中有兩個重要習俗流傳至今——夏季的「風鎮祭」和 1月或 2月的舉辦的「馬作」。 

風鎮祭是神道教節日，在每年颱風季來臨前的 7月或 8月上旬舉行，目的是保護水稻

免受風災。過去人們認為很多疾病都是由風引起的，所以這個節日還有一層額外的意義，

那就是除病祛邪，庇護平安。人們須提前用稻草編製小斗笠和蓑衣，為風鎮祭做準備。節

日當天，小斗笠和蓑衣被固定在竹竿上，置於稻田邊，由神官進行淨化，希望它們能像保

護頭戴斗笠身披蓑衣的人一樣，保護農作物免受颱風的侵襲。 

在冬季舉行的「馬作」儀式也要用到稻草。沒有牛馬就無法進行大規模水稻種植，因

此孩子們將稻草編成小馬，祈求家畜健康安全。年長的孩子會教年幼的孩子編製草馬，做

好的草馬擺放在家裡，等到第二年再替換。在有些村莊，還有孩子們挨家挨戶用草馬換糖

果或零錢的習俗。「馬作」通常在新年後不久或 2月上旬農曆第一個午日「初午」當天舉

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