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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神道中的「守護」就是藉由神的力量，

維護社會秩序、工作、個人的人生與生活免於災厄，

守護人們平安順遂，回應人們的祈願。

參拜神社的信眾，在祈求全家平安之後，會將

破魔箭（日本驅邪祈福儀式的福物）請回家（譯註：

宗教領域中的「請回」意指，買回家、帶回家之意），

以祈求自己和重要的人出入平安、身體健康、姻緣

美滿、開運招福、生意昌隆等，而最具體的方法，

就是根據個人的祈願，請回護身符或御札（特殊神

符）。於此情況下，雖然「守護」的主體是神，但

是必須透過人們的祈願發揮各種「守護」作用，而

非毫無作為即能獲得神的「守護」。

事實上，日本神尊具有一種不易親近的存在感。

舉例來說，有一句諺語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意

思是不要多管閒事，但是字面解釋，則為不要侵犯

神明，祂就不會懲罰你，反言之，侵犯神明就會受

到懲罰。神是一種無法隨意接近的存在。

附帶一提，所謂的「報應」是指，觸怒神明而

遭受天懲的災厄。但是，自古以來使用具有「報應」

之意的日語語源為「災厄現前」，亦即表示會立即

出現的「現世報」。總而言之，「報應」原本是指

神出現或發現的神力。不過，用於天懲的災厄時，

神與人的關係是神在以守護和幫助人們的形態存在

之前，先以憤怒、懲罰顯現其神力的形態存在。

即便如此，自古以來人們就認為神不會經常憤

怒和懲罰人們，而會隨著人們敬畏神明的態度，將

令人畏懼的力量轉化為守護人們的力量。最廣為人

知的典型傳承，就是八世紀前半的《備後國風土記》

中一段以下記載文。

傳說，北海的神 - 武塔神在前往南海迎娶

的途中，夕陽西下了，於是決定就地求宿。

文 / 島田潔 前日本國學院大學講師、神道教儀式研究學者

圖 / 世界宗教博物館典藏

神道中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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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守 1注連繩

武塔神向一對兄弟蘇民將來和巨旦將來求宿，

富裕的弟弟巨旦將來拒絕借宿的要求，而貧窮

的哥哥蘇民將來卻爽快地答應，在幾年之後，

武塔神帶著八個孩子回來向貧窮的蘇民將來道

謝，同時告知蘇民將來：「未來將會發生瘟

疫，只要將茅草環纏在腰間，即可避免感染瘟

疫。」結果真的應驗了，蘇民將來與其妻女躲

過了瘟疫，但是富裕的巨旦將來則遭到滅族。

之後，有一位神現身表示：「我是素盞嗚尊（又

名建速須佐之男），在遇到疫病流行時，只要

在腰間纏著茅草環即可免於受難。」

基於此傳承，現在京都以八坂神社為首供奉祭祀

素盞嗚尊的神社，或祇園祭等各地祈求化解疫情的供

奉祭祀場所，仍在販賣寫著「蘇民將來之子孫也」，

以驅除疫病的茅草環和護身符。由此可清楚看到一個

會取人性命之駭人神尊受到恭敬對待，即會轉化為守

護神的觀念。

換言之，敬畏之神的報應與感恩之神的守護是一

體兩面的關係，而會顯現出哪一面，則取決於人們是

否恭敬神，即使是具有惡勢力的神，只要具有恭敬之

心，即可轉化為守護神，且此種對於神的基本觀念已

持續超越時代，延續至今。

此外，即使時代變遷，仍沿襲了類似之神與人的

互補關係。在 1231 年鎌倉時代制訂的法令「御成敗

式目」（「貞永式目」）第一條「修復神社專供奉祭

祀事」的開頭，可以看到以下一段文字「神者依人之

敬增威、人者依神之德添運」，亦即，神的力量因人

們的恭敬而提升，人則因神的作用而活得更好。最重

要的是人對神恭敬。

基本上，神道中的「守護」是以守護共同體為基

本，但是也有工作或個人的守護神，超越了共同體之

框架，受到崇拜的神社和神尊。所有的生意人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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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尊不是屬於守護人類的親民神明。但是，如

同諺語「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以及「天無

絕人之路」（無論在何種困境中，一定有人會伸出

援手）所說，神尊會依據祈求，為前來祈求守護的

人提供守護和幫助，就是「守護」的基本觀念。

御守 2 結錢之木

能排除障礙、受到守護和幫助，因此都會前往以兵

庫縣西宮神社為首的惠比壽（惠比須）神社，以及

以京都伏見稻荷大社為首的稻荷神社進行參拜。如

果是船員，則會前往庇佑海上安全之神的大阪住吉

大社、福岡縣的宗像大社，或香川縣的金刀比羅宮

進行參拜。如果是應考生，就會前往以京都北野天

滿宮、福岡縣的太宰府天滿宮為首的天神社進行參

拜。無論是哪一個領域的主要守護神，大多會供奉

與祈願內容有關的物品以祈求守護。

同時，有另一種與供奉完全不同的方式，就是

取得神力加持的物品，以祈求守護的範例。舉例來

說，淡島神社和東京水天宮等，皆為以賜子和順利

生產守護神聞名的神社，特別是懷孕五個月的孕婦

們會選擇在每一個月的戌日前往參拜，以祈求胎兒

順利成長、平安生產和安產，並可看到取得束腹帶

帶回家的情景。

以上大致闡述了神道中「守護」的含意。最初，

繪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