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灾害意识比较研究
①

———基于神话的考察

熊淑娥

　　摘　要：中国与日本的神话蕴藏着丰富的灾害叙述，情节既有相似性也有独特性。

两国都存在灾害是上天对人类背信失德的惩罚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通过祭祀镶灾来恢

复神人交流和社会秩序的思想。不同的是大禹治水等神话表明，中国灾害意识中体现称

颂和宣扬主动征服自然的“征服论”，日本对灾害神建速须佐之男命的信仰则与被动接受

灾害的“命运论”有关。不同的灾害意识，反映出不同的民族心理和灾害文化。中日灾害

意识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当代两国民众灾害认知谱系的理解，为建立灾害共同体提

供思想资源。基于中日两国灾害意识的共性与特性，双方开展面向未来的防灾合作，对

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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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记忆，灾害神话承载着一个民族对不幸过往的共

同记忆。中国国土 面 积 辽 阔，自 然 灾 害 类 型 较 多，是 全 世 界 遭 受 自 然 灾

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 之 一。日 本 位 于 北 美 板 块 和 亚 欧 板 块 两 大 陆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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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的交汇点，而 且 太 平 洋 板 块、菲 律 宾 板 块 又 在 海 底 从 东 西 两 个 方 向

相互挤压亚欧板 块，容 易 引 发 海 啸 和 火 山 灾 害。洪 水、地 震、台 风、泥 石

流等是当代中日两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类型，洪水和地震也是两国神话叙

事中最为常见的主题，为探究灾害文化的历史根源提供了线索。

实际上，中国与日 本 的 现 存 神 话 中 蕴 含 丰 富 的 灾 害 叙 事，两 国 在 灾

害认知与表达上 具 有 相 似 性，在 民 族 心 理 和 文 化 内 涵 上 又 各 具 独 特 性。

全球化时代，灾害跨越民族、区域和国家地理边界，打破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差 距，灾 害 的 全 球 性 趋 势 引 发 全 球 性 危 险。在 此 意 义 上，

国际社会是一个灾害共同体。为了共同应对全球性灾害，有必要从跨文

化角度对中日灾害神话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中日神话中的灾害叙事

　 当代中日两国自然灾害现象中，地震、台风、洪水和泥石流等是主要灾

害形式。另外，中国农耕历史悠久、范围广阔，干旱也是主要自然灾害之

一。不同的灾害 历 史 产 生 不 同 的 灾 害 文 化。如 果 追 溯 中 日 两 国 灾 害 文

化的历史根源，可以从两国古代灾害神话中发现线索。

洪水是世界范围内最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在西方，早在基督教经

典《圣经·创世纪》中 就 有“诺 亚 方 舟”的 神 话 传 说。洪 水 也 是 中 国 神 话

中最常见的灾害类型，现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流传着５６８个洪水神话故

事，广泛分布在４１个民族当中。① 根据马克·埃萨克（Ｍａｒｋ　Ｉｓａａｋ）编写

的《世界各 地 洪 水 故 事》，在 全 世 界１８０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发 现 了７６０万

９７２５个洪水故事。② 中国部分中收录了最为有名的“共工怒触不周山”与

女娲补天神话。“共工怒触 不 周 山”、女 娲 补 天、大 禹 治 水 和 后 羿 射 日 一

起构成中国四大神话。其中，前三个是灾害神话，并且均与洪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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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神话 是 中 国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灾 害 叙 事。《山 海 经·海 内 经》

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

郊。鲧复生禹，帝乃 命 禹 卒 布 土 以 定 九 州。”①滔 天 洪 水 改 变 了 鲧 禹 时 代

的自然地理面貌，摧 毁 了 社 会 秩 序。大 禹 治 水 的 功 劳，是 既 划 定 九 州 地

理，又稳定先秦社会秩序。《山海经》中的灾害叙事精炼而忠实地反映了

灾害的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同样记 述 了 大 禹 的 治 水 事 迹。《史

记·五帝本纪》曰：“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 河，定 九 州，各

以其职来贡，不 失 厥 宜。方 五 千 里，至 于 荒 服。南 抚 交 阯、北 发，西 戎、

析枝、渠廋、氐、羌，北山 戎、发、息 慎，东 长、鸟 夷，四 海 之 内 咸 戴 帝 舜 之

功。於是禹 乃 兴 九 招 之 乐，致 异 物，凤 皇 来 翔。天 下 明 德 皆 自 虞 帝

始。”②《史记·殷本纪》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东为江，北为济，西 为 河，南 为 淮，四 渎 已 修，万 民 乃 有 居。”③禹 通 过 治 水

开创君主明德传 统，万 民 从 此 有 安，此 后 大 禹 治 水 从 神 话 中 的 灾 害 叙 事

进入历史叙事。

日本具有“神国”之称，神话也参与了其历史叙事。现存最古老的史

书《古事记》成书于７１２年，上卷所记是神的世代物语，中卷是从神武天皇

到应神天皇间的记事，下卷收录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间的记事。７２０年

成书的《日本书纪》则使用汉文，以编年体方式记述日本神话时代至持统

天皇间的历史。《古 事 记》《日 本 书 纪》中 的 神 话 叙 事，被 称 为“记 纪 神

话”，它们的共同 特 点 是，从 日 本 列 岛 起 源 和 天 皇 统 治 神 话 开 始，记 录 王

权传承与国家统一的历史。

灾害叙事是记纪神话的重要内容。按照记纪神话的叙述，兄妹神伊

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即《日本书纪》中的伊奘诺尊、伊奘冉尊创造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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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列岛和掌管列岛事务 的 诸 神。伊 邪 那 美 命 因 生 神 烧 伤 致 死 而 避 走 黄

泉国，伊邪那 岐 命 追 赴 黄 泉 时 身 上 沾 满 污 秽，便 到 筑 紫 日 向 地 方 祓 禊。

伊邪那岐命洗左 眼 时 生 出 天 照 大 御 神，洗 右 眼 时 生 出 月 读 命，洗 鼻 子 时

生出建速须佐之 男 命，并 且 分 别 把 高 天 原、夜 食 国 和 海 原 交 由 此 三 神 统

治。建速须佐之男命即《日本书纪》中的素笺男尊，目无秩序并具备破坏

力，被视为灾害 神。他 因 为 不 愿 意 去 海 原 开 始 哭 闹，“其 泣 状 者、青 山 如

枯山泣 枯、河 海 者 悉 泣 干。是 以 恶 神 之 音、如 狭 蝇 皆 满、万 物 之 妖 悉

发。”①作为处罚，八百万神决定将他驱逐出高天原。

当建速须佐之男命降临出云国肥河时，发现足名椎命和手名椎命夫

妻二神每年都有一个女儿被一条八头八尾的八岐大蛇吞食，遂以与二神

女儿结婚为条件，答 应 降 伏 大 蛇。大 蛇 被 美 酒 引 诱 大 醉，建 速 须 佐 之 男

命斩断了大蛇并把蛇尾处藏的神剑献给了天照大御神。后来，天照大御

神委任其孙日子番能迩迩艺命携带八尺镜、草薙剑和八尺勾玉三种神器

到地上统治苇原中国。这个“天孙降临”神话就是日本天皇统治的源流，

天皇自称为天神后裔，天照大御神被奉为天皇家祖神。

八岐大蛇故事 是 日 本 洪 水 神 话 的 一 个 代 表 事 例。八 头 八 尾 大 蛇 是

龙神的化身，龙神 据 说 是 以 龙 的 形 象 住 在 水 中 掌 管 雨 水 的 神，发 作 时 会

给人类带来灾难。出云国肥河位于今天日本岛根县斐伊川，根据奈良时

代成书的《风土记》复原绘制的古地图显示，斐伊川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容

易泛滥的河流，上游流下的泥沙堆积抬升河床，频繁引发洪水，因 此，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八岐大蛇神话形成的自然背景。②

除了记纪神话等古文献之外，日本现存地名的变化过程也可以说明

蛇与洪水、泥石流等灾害神话的联系。２０１４年，广岛县广岛市 安 佐 南 区

八木一带遭遇特大洪水灾害，这个地方曾经被称为“八木蛇落地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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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改名为“八木上 乐 地 芦 谷”，现 存 地 名 只 剩 下“八 木”二 字。① 如 图 所

示，日语中“蛇”与“泥 石 流”的 读 音 存 在 关 联。日 本 人 用 像 蛇 一 样 穿 行，

即“蛇拔”来形容山谷沟壑爆发泥石流时，山体滑坡并携带大量泥沙及石

块形成洪流奔涌向前的 场 景。长 野 县 木 曾 郡 南 木 曾 町 读 书 地 区 至 今 保

留“蛇拔泽”“蛇拔桥”两个桥名。２０１４年，该地附近的“梨子泽”地区发生

了泥石流灾害，“梨子泽”和“蛇拔泽”等地名在明治初期《读书村全图》中

均有记载。② “蛇拔泽”意 味 着 泥 石 流 灾 害，而 历 史 上 该 地 区 的 确 多 次 遭

遇重大自然灾害，桥名是地区灾害记忆的体现。

图　蛇与灾害名词读音关联

　　二、中日灾害解释逻辑的共性与特性

　　神话的灾害 叙 事 与 人 类 对 灾 害 原 因 的 认 识 有 关。在 认 识 水 平 低 下

的人类文明早期，神话是一种有效的灾害解释逻辑。对于水、旱、风、雨、

雷、电、火、震等自然灾害的原因，中日两国神话中的解释既有一 定 共 性

也各具特性。

众神冲突是中 日 神 话 对 灾 害 原 因 的 共 同 解 释。中 国 神 话 中 最 为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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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是“共工怒触不周 山”故 事，《淮 南 子·天 文 训》记 载：“昔 者，共 工 与

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

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①共工与颛顼争夺天帝 之 位，共 工

败后愤怒地用头 撞 击 相 处 不 周 山，不 周 山 据 传 是 天 柱 之 一，天 柱 被 撞 断

后天向西北方向 倾 斜，日 月 星 辰 都 随 之 朝 西 北 方 向 移 动，大 地 往 东 南 方

向塌陷，江河积水泥沙都流向东南角，引发天地异变。

日本创国神话中，建速须佐之男命不愿意服从伊邪那岐命治理海原

的安排，父子二神的冲突引发了一系列灾害。先是建速须佐之男命上天

拜别天照大御神时，“山川悉动、国土皆震”②，这种描述与地震现象相似。

接着，建速须佐之 男 命 到 达 高 天 原 后 又 开 始 胡 作 非 为，感 到 惊 恐 的 天 照

大御神躲进天之石屋，闭门不出。高天原、苇原中国因为失去天光照射，

变成永久的黑 夜。于 是，恶 神 到 处 起 哄，种 种 灾 祸 随 之 而 来。神 话 是 人

类童年时代的产 物，希 腊 神 话 等 西 方 神 话 也 用 众 神 冲 突、天 神 发 怒 来 解

释自然灾害的原因，早期人类在对灾害做出解释时显示出共同倾向。

中日灾害神话的另一个共性解释，是把灾害原因归结为天或神对人

类的惩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天灾观念。中国古代的天灾既可视为从天

而降的自然灾害，也 可 视 为 被 神 灵 施 加 的 外 部 灾 难，或 者 是 违 反 天 道 规

律的惩罚。③ 《山海经·大 荒 西 经》记 载 了“绝 地 天 通”的 故 事，天 地 之 间

原本有通路，但 是 蚩 尤 在 下 界 作 乱、背 信 弃 义 的 做 法 违 背 了 人 神 誓 约。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

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④天帝颛顼命令重和黎两位大神分别

抬举和下按天地，断 绝 天 地 通 路，从 此 神 人 无 法 下 地 上 天。对 于 中 国 的

天灾观念，汉代大 儒 董 仲 舒 做 了 精 辟 论 述：“臣 谨 案 春 秋 之 中，视 前 世 已

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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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①

日本的天灾观念 与 其 神 祗 信 仰 有 关，认 为 灾 害 是 神 祗 作 祟 的 结 果，

《古事记》《风土记》均有神祗作祟引灾的记载。以《古事记》为例，据说崇

神天皇（在位时间 不 明）在 位 期 间，“此 天 皇 之 御 世、疫 病 多 起、人 民 死 为

尽。尔天皇愁叹而、坐 神 床 之 夜、大 物 主 大 神、显 于 御 梦 曰、是 者 我 之 御

心。故以意富多多泥古而、令祭我御前、神气不起、国安平。”②崇神天皇遂

遣使寻访意富多多泥古，命其为斋主祭祀。疫病因此平息，国家得以安宁。

又，《续日本纪 卷 十 一》记 载 天 平 六 年（７３４年）秋 七 月 辛 未（７月１２

日）圣武天皇（７２４年－７４９年在位）“诏曰。朕抚育黎元。稍历年岁。风

化尚拥。囹圄未空。通旦忘寐。忧劳在兹。顷者天频见异。地数震动。

良由朕训导 不 明。民 多 入 罪。责 在 予 一 人。非 关 兆 庶。宜 令 存 宽 宥 而

登仁寿。荡瑕秽而许自新。可大赦天下。”③

中日两国的天灾论和天谴论，都要求部落领袖、国之君主重德守信，

当上天或神祗通 过 灾 害 发 出 警 告 时，祭 祀 就 成 为 人 类 反 省 的 重 要 象 征，

这种灾害原因解释 吸 收 了 佛 教 十 善 为 君 德 的 王 者 观 和 儒 教 有 德 为 君 德

天子观，体现了东亚文明圈的地域共性。

对于灾害原因 解 释，中 日 既 有 共 性，也 有 各 自 特 点。五 行 说 是 中 国

古代灾异的一个重要解释工具。自班固在《汉书》中创立《五行志》以后，

天灾地变成为其主 要 内 容。《尚 书·洪 范》中 箕 子 对 武 王 曰“我 闻 在 昔，

鲧陻洪水，汩 陈 其 五 行。帝 乃 震 怒，不 畀 洪 范 九 畴，彝 伦 攸 斁。鲧 则 殛

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④箕子所言乃因金木水火

土五行是九畴第 一 畴，尊 重 五 行 顺 序 乃 治 国 安 邦 第 一 要 务，如 果 打 乱 顺

序则天地必生异 象。《国 语·周 语 上》记 载 幽 王 二 年，西 周 三 川 皆 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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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

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

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

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①这种用五行学说来解释自然异 象，进 而 与

国家兴亡联系起来的思考逻辑，一直为后世所继承。

日本古代对 灾 害 原 因 解 释 的 一 个 特 点 是，认 为 灾 害 与 佛 教 行 为 有

关。钦明天皇时期（５３９年－５７１年 在 位）佛 教 刚 刚 传 入 日 本，灾 害 成 为

拥佛派的苏我稻目与排佛派的物部尾兴、中臣镰子等群臣的斗争借口。②

苏我氏祭佛时正值瘟疫流行，排佛派的物部氏指责其不当佛事行为带来

了灾疫。③ 当佛教在 日 本 越 传 越 盛，拥 佛 派 占 据 上 风 时，事 佛 不 勤、对 佛

不敬又成为灾害的新解释。天平十九年 （７４７年），圣武天皇下诏向各地

国司问责，认为国司兴建佛寺不力导致天地异变，灾害频发。其后，孝谦

天皇在天平宝字元年（７５７年）废立太子时说：“废此立大炊王。躬自乞三

宝。祷神明。政之 善 恶。愿 示 征 愿。”④此 时，天 皇 政 事 善 恶 已 然 成 为 是

否笃敬佛法之验证。

　　三、中日灾害意识比较分析

　　对于人类而 言，灾 害 意 味 着 什 么？这 是 灾 害 意 识 研 究 的 基 本 问 题。

意识是人类 的 自 觉 性 思 维，在 实 践 层 面 包 括 观 念、记 忆 和 思 想 等 形 式。

不同民族、群体和 个 人 对 灾 害 的 体 验 和 认 识 各 有 差 异，形 成 了 不 同 的 灾

害意识。需要强调 的 是，灾 害 意 识 与 灾 害 观 是 相 近 但 不 相 同 的 概 念，灾

害观是对灾害的一般性认知，或者说是对灾害的基本观念，相对而言，灾

害意识是指对具 体 的、个 别 的 灾 害 认 知。本 文 以 神 话 为 考 察 文 本，主 要

聚焦点是中日洪水及相关神话，因而采用灾害意识概念作为主要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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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同时也论及中国人和日本人对灾害的基本认知。

正如爱弥尔·涂 尔 干 所 言，“一 个 群 体 的 神 话 乃 是 这 个 群 体 共 同 的

信仰体系。它永久保存的传 统 记 忆 把 社 会 用 以 表 现 人 类 和 世 界 的 方 式

表达了出来；它是一个道德体系、一种宇宙论、一部历史”①，宇宙论可以

为考察中日神话中的灾害意识提供有效线索。无论是众神冲突，还是天

或神对人类的惩 罚，把 灾 害 理 解 为 一 种 颠 覆 宇 宙 原 有 秩 序、破 坏 人 类 生

存环境的力量，是中日两国的基本共识。英语中宇宙有“Ｃｏｓｍｏｓ”和“Ｕ－

ｎｉｖｅｒｓｅ”两个单词，前者指宇宙是一个和谐体系，后者指宇宙包括天地万

象。《淮南 子·齐 俗 训》引 佚 书《尸 子》：“天 地 四 方 曰 宇，往 古 来 今 曰

宙”②，宇指一切空间，宙指一切时间，宇宙合起来即为时空的总和。日语

中的宇宙二字源自中国古典，《日 本 书 纪》将“宇 宙”训 读 为“あ め の し た

（ａｍｅｎｏｓｈｉｔａ）”，意思是“天之下”。

汉语和日语 都 有“天”的 概 念，两 国 的 灾 害 观 念 也 与 对 天 的 理 解 相

关。用“天地”二字“结合为词来表示宇宙，这是汉语特有的现象”③，天地

人三位一体也是中国独特的宇宙观。在汉语典籍中，天具有天文、天体、

天道、天理、天命、天 意 等 丰 富 意 涵。如 同 前 文“绝 地 天 通”故 事 所 示，神

与人可以在天地之间自由往来，人类文明早期天与地是对等的存在。天

灾论、天谴论清楚地表明神可以警告、惩罚人类，神是高于人类 的 存 在。

当天地断绝通路之后，人神不能相互交流，需要通过祈祷、献祭等手段来

安抚神灵。《周礼·春 官·大 宗 伯》曰：“大 宗 伯 之 职，掌 建 邦 之 天 神、人

鬼、地祇之礼”④，可以说“天神、人鬼、地祇的三层神灵结构，是三代至少

商代已经形成的神灵体系”。⑤ 从这个意义上说，灾害是神与人关系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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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表现，祭祀是修复神人关系的一种手段。

日语“天”的基本 字 义 是 人 的 上 方、上 空，多 数 时 候 与“空”的 字 义 相

互重叠，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指涉神域，即神的空间。日本记纪神话中，众

神处于漂浮在海 上 云 间 的 高 天 原，人 类 居 住 在 苇 原 中 国，伊 邪 那 美 命 死

后奔赴地下黄泉国，高天原、苇原中国和黄泉国分别对应天上世界、地上

世界和地下世界，构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上中下三层神话空间。从地上

看，就形成了天、地和地下的宇宙轴心。① 古代日本人通过托梦等形式接

收神的旨意，并且 根 据 神 意 祭 祀 神 灵、祈 镶 灾 邪 来 恢 复 秩 序。前 文 提 到

日本灾害观 念 中 存 在 神 灵 作 祟 一 说，这 种 引 发 自 然 灾 害 的 神 灵 被 称 为

“怨灵”。日本全国各地分 布 着 大 大 小 小、祭 祀 对 象 众 多 的 神 社，其 中 有

不少就是为了镇 魂，也 就 是 安 抚 怨 灵 而 修 建 的，这 些 神 社 是 日 本 灾 害 观

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

神话是人类文 化 的 基 因，也 是 人 类 灾 害 记 忆 的 载 体。通 常 而 言，早

期人类灾害记忆构建具有口头传承、宗教叙事和祭祀庆典等方式。以大

禹治水神话 为 例，禹 采 用 的 疏 导 治 水 方 式 后 来 被 为 政 者 转 化 为 治 民 手

段。《国语·周 语 上》曰：“防 民 之 口，甚 于 防 川。川 壅 而 溃，伤 人 必 多。

民亦如之。是故为 川 者，决 之 使 导，为 民 者 宣 之 使 言。”②现 有 研 究 表 明，

《中国洪灾危险程度区划图》所反映的高危地区，恰好与中国大禹祠庙的

分布相吻合，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 、四川盆地正是洪灾高

危区，同时也是大禹祠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③ 从灾害记忆的角度来看，

大禹治水神话的意义不在于其历史真实性，而在于它所承载的疏通引导

的治水理念和由此引申出的重视疏通民意的治国安民思想，以及至今仍

然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禹王信仰。

灾害意识与灾害记忆是灾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地域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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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记忆的建构和 意 义 化 过 程，既 是 一 种 针 对 灾 害 的 应 对 方 式，也 是 社 会

基本文化逻辑的体现。”①当代中国民众信仰大禹的主要原因，是其治理水

灾、恢复社会秩序的能力。如果说禹王祠庙是洪水神话记忆的物化形式，

禹王信仰是大禹治水深植于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现，那么对人类征服自然界

的灾害经验的宣扬，则是中国灾害文化的基本特征。对于不同灾害经验的

强调，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传统的地域社会的灾害记忆、灾害文化。②

“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等成语都是主动征服自然的精神象征。

灾害是日本神灵信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记纪神话中建速须佐之

男命因为性格暴 躁，动 辄 给 天 地 自 然 带 来 巨 大 变 动，被 当 作“荒 神”———

暴乱之神———灾害神来信仰。另一方面，从建速须佐之男命降服八岐大

蛇恢复出云国秩序来看，灾害神也具有守护神的性格。日本信仰灾害神

的主要原因在于惧怕其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以及相信“灾害神”也能转变

为“守护神”。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各地以建速须佐之男命为祭神的

神社多达数十座。相对于中国的大禹治水神话，可以说以建速须佐之男

命为祭神的神社是日本灾害神话记忆的形式，灾害神信仰是渗透至日本

社会的体现，渴望征服自然和接受被自然征服的矛盾心理是日本人民族

精神的写照，也是日本灾害文化的特征之一。

作为自然灾害大 国，灾 害 与 日 本 人 的 生 活 相 伴 相 生，日 本 文 化 特 点

与日本民 族 的 灾 害 心 理 密 切 相 关。“这 是 一 个 充 满 自 然 暴 力 元 素 的 国

家，残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品质常常体现在国民特质上。”③日本灾害

神话记忆形成的基础是岛国的自然环境，岛国风土是日本灾害意识的底

色。在面对不可抗拒的颠覆性自然灾害时，日本人产生了灾害是人类无

可避免的生死命运的观念，即“命运论”。④ 正因为灾害不可避免，所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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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和减少灾害的经验教训是日本灾害记忆的重要内容。“海啸来时分开

跑”等谚语是被历 史 经 验 证 明 可 以 将 自 然 灾 害 损 失 降 到 最 低 的 法 宝，至

今为日本人所沿 用，并 被 纳 入 当 代 日 本 防 灾 教 育 当 中。简 而 言 之，这 种

无可奈何地“被自然征服”的心 理 和 积 极 主 动 降 低“自 然 征 服”损 害 的 两

种心理交织在一 起，是 日 本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或 者 说 是 日 本 人 自 然 观 的

矛盾体现，也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 文 通 过 考 察 以 洪 水 神 话 为 代 表 的 神 话 叙 事，分 析 中 国

和日本在灾 害 解 释 逻 辑 上 的 共 性 与 特 性，进 而 以 宇 宙 观 的 异 同 为 切 入

点，对比中日神灵体系和神话空间结构，在此基础上比较灾害意识、信仰

和记忆，并结合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的 特 点，进 一 步 阐 述 两 国 民 族 心 理 特 征

和两国文化特性。厘清不同民族灾害意识的历史根源，有助于理解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灾害文化，提升跨文化的灾害认知。

灾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课题。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灾害不仅会损

毁人和物、社会组织，而且会破坏社会活动、社会结构等社会秩 序，甚 至

会跨越国境导致整个现 代 文 明 陷 入 潜 在 危 机。现 代 人 类 社 会 已 经 超 越

族群、民族和国家界限，成为一个灾害共同体。在此意义上，灾害神话研

究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作为灾害共同体的人类社会提供思想资源。

在全球灾害频发 的 时 代，普 及 防 灾 理 念、推 行 防 灾 教 育 越 来 越 受 到

国际社会重视。其 中，通 过 灾 害 神 话 的 经 验 传 承，把 神 话 与 防 灾 教 育 结

合起来，实现神话 信 仰 与 当 代 社 会 的 有 机 融 合，是 为 构 建 防 灾 减 灾 社 会

和建立灾难共同体的有益尝试。基于中日两国灾害意识的共性与特性，

加上地理位置相邻和历史文化相近等因素，双方开展面向未来的防灾合

作，对于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

１３１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ｔｔａｃｋ　ｅｎｅｍｙ　ｂ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Ｕ．Ｓ．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　ａｌｓｏ　ｎｏ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ｅａｓ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Ａｅｇｉｓ　Ａｓｈｏ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Ｊａｐａ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Ｈ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Ｕ　Ｈａｉｂ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ｄｏｐ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２０１５．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

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ｎｅｓ，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ｔｅｌｌ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ｈｅｒｉ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ＸＩＯＮＧ　Ｓｈｕ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ｂｏｔ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ｙｅｔ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ｌｏｔｓ：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ｓ　ｄｉｖｉｎｅ　ｒｅｔｒｉｂｕ－

１５１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ｅａｃ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ｗｉｃｋ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ａｓ－

ｔｅｒｓ　ｅｖｏｌｖ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ｄｉｖｉｎｅ－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ｓ；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ｏｗｅｖ－

ｅｒ，ｉｓ　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ｓ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Ｙｕ，ｗｈｏ　ｔａｍｅ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ｃｏｎｑｕ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ａｉｔｈ　ｏｆ　Ｓｕｓａｎｏｏ　ｎｏ　Ｍｉｋｏｔｏ，ｔｈｅ　ｇｏｄ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ｓｔｉｎｙ．Ｓｕｃ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ｏ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ａ　ｆｕ－

ｔｕ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　Ｃ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ｉｓ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ｐｏｌｉｃ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５１

东北亚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