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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着眼于生活在日本本州 1的冲绳县人日常生活中所进行民俗宗教活动，旨在考察

他们在宗教方面与故乡的联系。

在位于日本南端，包括奄美、冲绳、宫古、八重山诸岛的西南群岛上，星星点点地存在

着很多被称为“御岳”（ utaki）的神圣森林。正如“御岳”的“岳”字中所包含的森林之意，

在这些圣地的内部与周边，有着很多枝繁叶茂的树木。由于这些树木都被认为是有神灵附体，

因此不用说伐木了，就连用于折断一根树枝都是被禁止的。御岳中一般供奉着村落的创始人

和守护神，作为迎接偶尔造访的神灵的场所，各个村落里都会有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圣地。与

日本的神社一样，御岳在很多情况下都设有鸟居和神殿，但与神社最大的不同点是，原则上

御岳是不允许随便进入和参拜的。人们通常会在御岳中进行丰收、健康的祈愿、新生儿的注

册等村落祭祀。而进行这些祭祀活动的神职集团，一般会通过抽签的形式，由拥有神职血统

等家庭出身的女性组成。正如御岳的内部禁止男性进入一样，在御岳的祭祀活动中，女性大

多处于优势地位。

笔者通过过去 10 年对冲绳县宫古岛西原地区进行的调查，了解到这一地区的居民及神

职人员在默认触犯“不可篡改与神灵有关的任何事务”的前提下，通过有意识地再编和再生

村落祭祀的相关仪式，以此维持祭祀活动与集团的过程。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南群岛各地不断出现祭祀集团的解体以及神职候补人员不足的

问题。 2000 年以后，村落祭祀的维持急速陷入艰难状况。对于这一因时代变迁而导致的祭祀

集团的艰难处境，先前的研究多倾向于将它描述为“衰退化”、“解体”、“全壳化”等。然而，

若将日光转向再编与再生的过程以及祭祀集团的成员时，我们会发现有的地方虽然女性神职

人员减少了，但男性神职人员却在不断增加，祭祀集团成员的确保与集团本身能否稳定持续

之间未必是同一个意思，而新加入的成员在具体的宗教实践方面也各有不同。

对此笔者考察了现居日本爱知县，同时又是西原地区祭祀集团主要成员的冲绳县人，对

他们是如何一边住在日本本州， 一边有意识地加入到故乡的祭祀集团的经过，以及在加入后

为参与到祭祀活动中所开展的类似于学习班等实践活动进行了调查。此外，笔者还观察到，

有的人虽然没有加入到祭祀集团中，但在本人不自觉的情况下，自己的名字已被登记到故乡

的御岳上，并被许诺一生都与神灵有着联系；还有的人通过从故乡邀请宗教执能者来本州，

以解决他们在本川、｜生活中无法解决的灵异问题等等。

如上，笔者从多元主义（ Pluralism）的角度，在将传统的地域集团定义为拥有不断被再

编继而再生性质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宗教集团所属个人的日常实践，进而阐明在外冲绳县人

在宗教方面与故乡联系的实际情况。

（翻译巫舰）

＊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PD）日本国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

l 译者注：日本本外｜指的是日本主要的四大岛屿中除去北海道、九州、四国外，处于中部的
最大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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