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鯱瓦 

 

日本许多天守的屋脊两端都装饰着虎头鱼身的鸱尾，这是一种想象中的生物，称为

“鯱”。在民间传说中，万一发生火灾，鯱能从口中喷水灭火，保护房屋免受火患。有研究

认为，鯱瓦是在镰仓时代(1185-1333)随唐朝寺院建筑样式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鯱瓦的前身可能是古代宫殿和寺院屋顶上具有相同防火神力的屋脊瓦。和常见于神社

的守护狛犬（日日本 狮）相似，鯱也常常雌雄成对出现。雄鯱张口，雌鯱闭口，据说分别

对应“a”和“n”两个发音。在佛教和源自印度的其他宗教中，这两个音代表着万事万物的起

始与终结，意义深远。 

这里展出的鯱瓦原本位于大天守的屋顶，在 20世纪 50年代的大整修期间拆下。雄鯱

高 127厘米，原位于屋顶南端；雌鯱高 124厘米，原位于屋顶北端。根据两根应该是在同

时期替换的“鯱真木”日支撑瓦片的木柱）上的铭文推测，这对鯱瓦很可能制作于 184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