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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日本神話與希臘神話中的「禁令」 

 

第一節 

在日本神話中，豐玉姬在生產時，告訴山幸彥因為生產時會恢復原來的樣子，因此警

告山幸彥不得窺視；1在希臘神話中，邱比特也告訴妻子賽姬 ( Psyche) 不得看見自己的真

面目。山幸彥和賽姬最後都敵不過好奇心而偷看了，但結果卻是不同的：豐玉姬最後回到

了海洋，但邱比特與賽姬卻過著美滿的婚姻生活。日本與西方的神話都有關於「禁令」的

故事，而且流傳到了後世，這樣的模式被民間故事所吸收。我想知道同樣是「禁令」，為什

麼打破禁令的人，在日本及西方會有不一樣的結局。 

 

第二節 

台灣沒有古事記及日本書記的翻譯本，所以主要是參考日本講談社出版的《古事記》。

但因為日文能力有限，因此又使用了台灣翻譯出版的《日本神樣事典》及武光誠的《日本神

話圖解》。在《日本神樣事典》中，指出豐玉姬的故事是要告訴人們如果被雙眼看到的事物

所束縛的話，那麼便會迷失真實。2而在武光誠的《日本神話圖解》一書中，他認為豐玉姬

這樣的異類妻子類型的故事起源於波斯一帶，之後再擴散至世界各處。3另外，在河合隼雄

的《日本人的傳說與心靈》一書中，舉了日本的民間故事和西方的民間故事為例，說明都是

「禁忌的房間」及「房間中不能被看到的東西」這類的故事模式，卻會有不一樣的結局，他

認為這是跟日本的民間故事，所要講述的就是一個「無」的概念。4賴振南在論文〈日本文

化中「恥」的發生與展開─以「美醜觀」的「恥」為主─〉一文指出，對日本人而言，「恥」

的概念幾乎等同於西洋的「罪」，5因為感到羞恥，所以不能看，日本神話故事中豐玉姬的故

事，顯然並不是著重於「因為打破禁令」的這項罪行，而是著重於「因為被看到了所以感到

羞恥」，所以被看到的一方才會離去；6 至於邱比特與賽姬的故事，邱比特明顯地是在指責

賽姬「偷看」的這項罪行。 

 

第三節 

關於豐玉姬的故事內涵，我個人比較同意河合隼雄所說的「因為被看到了真正的樣子而

感到羞恥」以及「故事所講述的就是一個『無』的概念」。我覺得神話及民間故事都是反映

著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日本剖析》一書中，指出了日本人的審美觀是一種悵然又有點寂靜

的美感，7豐玉姬回到海洋，就再也沒有回來過，留下一個有點遺憾的結局；而日本人對「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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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很重，我覺得多多少少也能解釋為什麼現代的日本人特別重視隱私權，就故事中，豐玉

姬變回鯊魚的樣子被看見，就等同於被看到最隱私的那一面，因此才會傷心離去。賴振南所

說的對於日本人而言，對於恥的看法就如同西洋的罪，我覺得不盡然完全符合，但有其合理

性，在這邊姑且不用神話作例子，我想到的是日本的《白鶴報恩》及格林童話中《藍鬍子》

的故事。兩個故事中，都有「不能開啟房間」的禁令存在，在《白鶴報恩》中，被看到的是

妻子身為一隻鶴的真實面貌；而藍鬍子則是殺妻的罪行被發現。在日本的故事中，真實面貌

被看到的羞恥感，與西方故事罪證確鑿的殺妻罪行一樣都被放在一間「禁忌的房間」裡，對

日本人而言，恥辱幾乎等於某種罪，這個說法是說的通的。 

 

第四節 

綜合以上說法，豐玉姬與邱比特的故事，會有不一樣的結局，有幾個原因：第一，一樣

的行為，但譴責的重點不同。在豐玉姬的故事中，雖然也有譴責不守承諾而偷看的山幸彥，

但最後消失的卻是豐玉姬，代表羞恥的並非偷看的行為，而是被看見；邱比特譴責了賽姬，

憤而離去的雖然是邱比特，但受到懲罰的是賽姬，因為賽姬之所以偷窺，是出於不信任。第

二，民族性造成故事的結局不同，日本人追求的美感是一個「無」的境界，大部分故事的結

局都是有些淒涼感的；但希臘的故事中，歌頌著與命運奮鬥的英雄，8賽姬身為人類，為了

再度見到身為神的邱比特，所以歷經了重重的考驗，因此迎來了快樂的結局。 

 

我覺得就是因為日本的神話及民間故事都若有似無地訴說的一種「無」的概念，所以不

是日本人的話會有點難以理解其中的意義。在看完這些資料以後，我發現其實沒有一個中文

詞彙能夠把日文中的「恥」的意思完全地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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