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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玄武信仰在中國傳布已久，其成形過程亦可窺見中國文化的某些

內涵與特質。本文企圖先對玄武信仰之淵源作一番考察，比較古籍文獻和學者見

解，為玄武信仰的淵源與流變進行爬梳與闡述；接著論述玄武信仰在中國形成人

格化的玄武神明之經過，及歷代對玄武信仰採取之態度；最後論述了玄武信仰在

現代文學創作中被運用的情形，並舉出幾個代表作來分析玄武信仰在其中扮演的

角色，企圖讓玄武信仰的研究觸角延伸至現代、延伸至創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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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玄武信仰，包含神（人）格化的玄天上帝信仰，流傳於中國統治階級及民間

社會甚廣，從離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不遠之處祀奉著玄天上帝的代天宮，到台

灣海峽對岸福州與泉州的廟宇
1；從遠古對方位、靈獸、星宿的思考與崇拜，到

道教將其神格化之下產生的黑帝、玄武、黑帝、真武，再到統治階級封號尊崇的

「玄天元聖仁威上帝」（元成帝封）、「北極玄武上帝真武之神」（明成祖敕）等等，

玄武信仰像江海般匯聚不息，如今已是一個龐雜的宗教體系，擁有著數種來源和

數種發展方向。也因此，每個信徒或學者在提到「玄武」時，很有可能他們所指

的根本不是同一樣事物，他們所指的對象可能是獸、神人、方位或其他，形成「一

個玄武，各自表述」的情況。 

    有鑑於此，幾位前輩紛紛投入玄武信仰的研究，探究其淵源與演變，他們的

背景包括中文學科、歷史學科、哲學學科、宗教學、圖書館員、方志研究人員⋯⋯

2。這篇文章有幸在諸位前輩之後開始撰述，讓筆者得以整合前人成果，站在前

輩們的肩膀上看清玄武在歲月中累積的深淺花紋。這篇文章首先的工作便是整合

與繼承玄武信仰的研究，並考據中國古代各典籍，為玄武信仰的源流和演變作一

爬梳與闡述。 

    然而，玄武信仰的運作，並不會在學者研究時就停下腳步，它仍舊不斷地發

展、衍生，持續被尊崇也持續被應用，尤其是在玄武信仰傳入日本後，已成為日

本人的文化常識，在不少論述及創作中不斷被採用（雖然在日本的玄武信仰並沒

                                                 
1 參見《道韻（三）玄武精蘊》，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8，頁 180-189黃清敏《福州真武

信仰初探》及頁220-227張亞群《水崇拜與玄武信仰在泉州的分佈特點》二文。其中黃清敏對

福建望北臺真武祖廟有詳盡的觀察與介紹，並以玄武本身的歷史來源解釋為什麼真武祖廟要建

在江邊；張亞群則從水崇拜談起，一直談到晉江安海齋雲殿的歷史地位。無論是真武祖廟或是

齋雲殿，根據文章中所說，都是香火鼎盛，信徒們甚至爭相捐資維修，足見玄武信仰在當地是

如何地深得民心。 
2 如張思齊為武漢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何乃川為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唐大潮為四川大學宗教學

研究所副教授，黃清敏為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學生，張亞群為歷史學碩士，林劍華為福建

師範大學圖書館員，李國宏為福建石獅方志辦研究人員等，這些前輩均以各自的專業對玄武信

仰的研究作出貢獻，尚有其他前輩及同輩未列出，但是光是列出這些名字，參閱他們運用各自

所學而寫成的論文，就可以一窺玄武信仰發展的龐雜程度，已經不是學院內一科一系之力可以

完全將其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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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生如中國一般的神格化祭祀）。另一方面，在華人世界亦有將玄武信仰再創

作，以新的面貌將古老的思維重現於現代人的面前，如果我們採用廣義神話的觀

點3，這些現代的神話思維也是玄武文化的一部份。何況玄武信仰的形成，本來

就是不斷聚合的，誰能保證現代人對玄武的「再現」不會成為日後學者們爭相研

究的目標呢？ 

所以除了弄清楚玄武的意義、來源及發展外，筆者願意再接著敘述玄武信仰

在現代創作的應用與表現之舉隅，並且去探討它們彼此之間的異同，以及相較於

傳統玄武信仰發展的異同，並對於它們在創作中的功能加以評析。也算是讓玄武

信仰發展的研究，能夠繼續向下及兩旁延伸，不至於故步自封，否則就像童話中

驕傲自滿的兔子，被這隻名叫玄武的大烏龜一步步甩在後頭追不上了。 

 

                                                 
3 古典學者認為，神話是產生於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便登峰造極，自是而後它就走了下坡路，

乃至於逐漸消亡、熄滅。這樣的說法便是狹義的神話定義，如認為鯀、禹之前算是神話，鯀、

禹之後就只能算傳說。廣義神話則將後來具有神話思維的傳說與個人創作，也納入神話的領

域。參見袁珂《從狹義的神話到廣義的神話》，刊於《社會科學戰線》，1982第四期，頁63-71；

另外可再參考袁珂的《中國神話傳說》，台北，里仁，1995，頁46-47對此議題簡單扼要的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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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玄武信仰的淵源與演變 

（一）玄武信仰的淵源 

玄武一詞在文獻中最早見於《楚辭˙遠遊》以及《禮記˙曲禮》，似乎證明

玄武一詞最晚在戰國末年就被使用，實際誕生的年代可能更早。許多前輩找到了

這兩條證據，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楚辭˙遠遊》疑似後人偽作，並非戰國時代

屈原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漢朝人模仿《離騷》所作
4。儘管如此，若根據出土

文物作文化上的判斷（如陜西省博物館收藏的漢朝玄武紋瓦當），玄武及其它三

方靈獸的概念，確實不會晚於漢朝（見附圖一與附圖二），可能在春秋戰國就慢

慢成形。如果不論玄武之名，從「龜」的形象崇拜開始談起，恐怕還可遠推商朝

以龜殼占卜之際
5。 

《楚辭˙遠遊》中，已經把玄武當成一種神明來祈求：「叛路離其上下兮，

遊敬霧之流波；時曖曖其黨葬兮，召玄武而奔屬。」6但是這裡所召的玄武究竟

是什麼神祇呢？漢朝王逸認為是「太陰神」，宋朝洪興祖則認為「玄武，謂龜蛇，

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7，這裡出現了兩種對《楚辭》中提

到的玄武的不同看法，但是仍可用一種概念去統籌，那就是中國五行方位的思維

系統。 

中國很早以前就用五行來解釋自然，進而歸類自然。《尚書˙洪範》中記載：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

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8，五行各自有不同的顏色，如《呂氏春秋》

所言土氣尚黃、木氣尚青、金氣尚白、火氣尚赤，水氣尚黑。
9然後五行和早已

                                                 
4 見游澤承《楚辭概論》，九思出版社，1978年2月，頁203至頁218，文中舉例說明《遠遊》有

許多句子抄襲《離騷》及司馬相如《大人賦》，推定為西漢人偽作。另見劉永濟《屈賦通箋》，

台灣學生書局，民國1971年4月，頁211-216所論「屈子非道家遠遊非屈子所作」。 
5 龜的圖案在商朝就已經使用在器皿中，證明在商朝就注意到龜象徵長壽的寓意。見王抗生編

著，王抗生、朱詠蓮、葉兆政等繪圖《中國瑞獸圖案》，台北南天書局，1990年12月，頁59

龜型銅盤及其文字說明。 
6 見洪興祖《楚辭補注》卷五，藝文印書館，1968年11月三版。 
7 同註四，卷五。 
8 見吳與註譯《新譯尚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1977年11月，頁79。 
9 《呂氏春秋˙應同》。見王范之《呂氏春秋選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8月，頁104至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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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四方觀念結合10，變成屬性分明的文化符碼：「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

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11。所以北方的屬性

是水，代表色是黑色（即玄色），季節屬冬。冬季的性質接近王逸對玄武的解釋

「太陰神」；洪興祖則用靈獸的傳統來解釋，而靈獸名字上的顏色和四方符合。

由此可知，對玄武的崇拜，可以引申為對北方（含北方的天空）、冬季、龜蛇、

水等原型（archetypes）的崇拜。 

我們再回頭看《禮記˙曲禮》對玄武的記載，便可以馬上掌握到，其淵源亦

是屬於方位的概念：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12。 

《淮南子˙天文訓》更整理出北方的神明、神使、掌管職責、所屬星辰與代

表神獸： 

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侍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

其音羽。
13 

由於四方神明的信仰已深植民間，影響風水等文化，我們可以用現代風水文

化學者劉沛林所整理的「五行與方位、四時、四象及顏色圖」（見附圖三）來對

五行四方的觀念一目了然14：

                                                 
10 見葉舒憲、田大憲《中國古代神秘數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55所言甲骨文裡面

已經可見四方名稱，到了《尚書˙堯典》時已經將四方配合四時。可參考註8頁10所記載堯

命羲和守四方觀日事、頁12記載與舜談四時巡守四方事。 
11 見清代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台北，河洛圖書，1975，頁26。 
12 見粹芬閣藏本景印古本《五經集註》冊三《禮技集說》上卷，台灣啟明書局，1952年11月，

頁13。此文注「行」為軍旅之出，朱鳥、玄武、青龍、白虎為「四方宿名也」。 
13 見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89。 
14 圖見劉沛林《風水˙中國人的環境觀》，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12月初版，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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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五行與方位、四時、四象及顏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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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筆者已經整理出玄武在中國五行四方系統所代表的屬性，但是

筆者並不想就此含混過去，忽略了在此系統下，眾人對玄武的解釋仍各有說法，

例如《淮南子》以玄武為龜，《楚辭補注》以玄武為龜蛇合體，並認為玄是顏色，

武是龜蛇身上的鱗甲；東漢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關關雎鳩章》同樣認為玄武是

龜蛇，並認為兩者一牝一牡，互相需要，以此為喻來說明陰陽不可缺一
15；朱熹

《朱子語類》也認為玄武是龜蛇合體，但是朱熹認為玄是龜，武是蛇。16《後漢

書˙王梁傳》則認為玄武是水神之名。然而不管怎麼說，總是脫不了前述的幾個

原型。 

在探討玄武淵源的最後，筆者提出幾位學者的看法，來解釋為何先民會產生

對北方、水、冬季、龜蛇這些玄武象徵的崇拜。何乃川與陳進國認為，與先民的

自然崇拜、生殖意象與精靈信仰有關
17；朱越利認為古代確定四靈是天文、軍事

和堪輿的實際需要18；曾閱依據龜在古代一向受人普遍崇敬的情形，提出「玄武

為龜蛇之本，龜蛇為玄武之用」的說法，並認為龜為黑為陰，為後來的玄武信仰

提供了基礎19；張亞群則參考馬書田《華夏諸神》的觀點，認為玄武崇拜來源自

我國古代的水崇拜20。無論起源為何，玄武信仰隨著道教文化的勃興，漸漸成為

民間重要的信仰，且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作用之下，奠定了理論

                                                 
15 參見五代彭曉《周易參同契真義》，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民國66年3月，頁119

至頁120：「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

蟠虯相扶，以明牝牡，竟當相須。」  
16 《朱子語類》卷125：「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其中虛、

危是北方星宿之名，朱子認為玄武信仰源於對北方星宿的崇拜。 
17 見何乃川、陳進國《論「玄天上帝」信仰及其在閩臺的傳播》，收於《道韻（三）玄武精蘊》，

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8，頁 2-31。 
18 見朱越利《道藏與玄天上帝》，收於《道韻（三）玄武精蘊》，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8，

頁 32-72。 
19 見曾閱《玄天上帝信仰及其文化意蘊》，收於《道韻（三）玄武精蘊》，台北，中華道統出版

社，1998，頁 77-88。文中更進一步推論玄天上帝的龜蛇二將源自《周禮》「龜蛇四斿」的啟

示，筆者姑且存疑，待到出現更有力的證據時再論。 
20 見張亞群《水崇拜與玄武信仰在泉州的分佈特點》，收於《道韻（三）玄武精蘊》，台北，中

華道統出版社，1998，2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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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和人格化的形象表現。21 

（二）玄武信仰的人格化及發展演變 

在漢代的典籍，如前述的《淮南子》、王逸《楚辭章句注》等，可以看出玄

武漸漸提高地位，有具體的神格，南北朝時列入道教神明當中，不過形象仍非人

類形象。到了唐朝五代開始有一些傳說，如五代的《靈應錄》記載玄武神報復殺

死龜蛇的人類
22，對玄武的祀奉在唐代即可見，之後閩南一帶更流傳著數種傳說，

說玄武神「玄天上帝」是一屠夫死後所化，其肉身之腸胃化為龜蛇，後來被玄天

上帝收為侍神⋯⋯23玄武演化為人格神的源起，大約是在唐宋，唐末五代杜光庭

《太上皇籙齋儀》卷四四將玄武人格化為玄武北斗斗牛女虛危室壁七星君
24，宋

代首先出現了玄武的人格化圖像（一說為唐朝吳道子時），「被髮黑衣，仗劍蹈龜

蛇，從者執黑旗」25。有文獻《玄天上帝啟聖錄》記載早至唐朝武則天時就有人

格化的玄武，還受武則天贈號，恐怕不可信
26
。因為一來正史並未記載武則天封

號之事，二來封號中將「玄武」稱為「真武」，這分明是宋真宗在封號給玄武的

時候，因為避聖祖趙玄朗諱，而將玄武改成真武。所以就算當時已經真有人格化

的玄武神，武則天封號之事恐怕仍為後人的附會資料。 

宋朝崇敬道教，始於宋太宗，而盛於宋真宗時。宋真宗封玄武號「鎮天真武

靈應真君」，仁宗、鰴宗、欽宗也相繼封號給玄武，祈求保佑大宋王朝，別被北

方鐵騎攻陷，可惜天不從人願，玄武並未讓北宋逃過一劫，仍慘遭靖康之恥，北

宋王朝覆滅。幸好人類拜神不敢那麼現實，不會因為不靈驗就翻臉不認「神」，

所以到了南宋繼續拜玄武，只是因為吸收北宋末年崇道失敗的教訓，盛況不如北

                                                 
21 同註 19。 
22 參見《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十七。 
23 關於玄天上帝為一屠夫所化的傳說，約有幾種版本，但在筆者比較之後，發現都有著相同的

特質，如屠夫痛改前非成為玄天上帝、其腸胃化為龜蛇作亂並被玄天上帝收伏等等，似乎是揉

合了佛教因果報應和勸惡為善的思想，而這種戲劇化的劇情更像是佛教勸善故事的模式。因此

有學者認為，這種神話演變是民間宗教的「小傳統」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大傳統」。參見何乃

川、陳進國《論「玄天上帝」信仰及其在閩臺的傳播》一文第二章對閩南地區的玄武傳說的整

理與評判。 
24 《道藏》第九冊，頁311。 
25 參見張亞群《水崇拜與玄武信仰在泉州的分佈特點》引宋朝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九。 
26 見施博爾原編，李魁殿改編《正統道藏》，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冊三十三，頁2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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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元朝來自北方，統一中原後當然要藉神的名氣鞏固皇權，同時也需要藉宗教

力量讓漢人有認同感，所以元朝也和漢人一同拜玄天上帝，元代開國之際，下詔

在北京等地區創建真武廟昭應宮，以祀玄武神。後來更將玄武之「真君」號升格

為「帝」，如元大德七年（1303）加封的「元聖仁威元（玄）天上帝」
27。玄天上

帝就這樣成為北方最高神，信仰普及全國。 

明太祖建國後，一再敕令保護道教，玄天上帝被號為「武當真武之神」。到

了來自北方篡位的明成祖，更是比照元朝的心態，把玄武信仰推向高峰，除了在

京城建立真武廟之外，又於永樂十年（1421）命令降平侯張信率軍伕二十幾萬大

建武當山宮觀，明朝後來的皇帝們紛紛效法，玄天上帝多了一堆封號，甚至有累

積起來長達一百字的
28，香火可謂盛極。 

滿清貴族對道教素無信仰，但為了籠絡漢人，只好入境隨俗，沿著明朝例子

加以保護。乾隆以後，重在利用理學治理國家，道教的地位日趨下降，失去了政

治的助力，不過仍在民間產生很深的影響29。 

                                                 
27 《元史˙成宗本紀》，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十七：「大德七年⋯⋯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

上帝。」 
28 同註二十六，冊六十，頁48479收錄萬曆年間的「玄天上帝百字聖號」（又稱玄天感應靈籤）。 
29 有關宋元明清諸朝對玄武信仰所採取的態度，可參見林拓《玄武信仰形成的地理因素》，收於

《道韻（三）玄武精蘊》，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8，頁 113-126；林長弘《玄武神聖號

嬗變考略》，收於《道韻（三）玄武精蘊》，台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8，頁 16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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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玄武信仰在現代文學創作的應用 

關於玄武信仰在現代文學創作的應用，原本筆者想從狹義的文學作品中舉

例，但是不知是否中國人現代文字創作過於現代，竟然沒有從神話信仰大量汲取

養分，以玄武信仰為題材或主題者皆寥若晨星；反而是一些天馬行空的創作體裁

（如漫畫、布袋戲）等，運用了玄武信仰（或說是四靈信仰）的知識。根據賴宗

賢《台灣「北極玄天上帝」信仰》一文，可知在台灣，信奉玄天上帝的人數頗多

30，但可惜這種盛況並沒有大量反映在文學或藝術創作上。在此筆者能舉出的例

子，將以較具代表性的創作為例。因此筆者選了日本漫畫和台灣戲劇中的金光布

袋戲（此指霹靂布袋戲），來談論玄武信仰如何影響創作內容。 

（一）漫畫之玄武 

由於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影響，所以日本人對四靈信仰相當熟悉，「玄武」、「青

龍」、「朱雀」、「白虎」等名詞在日本很常見。而四靈所代表的原始思維，更是刺

激了日本漫畫家的無限想像空間，恰巧日本的漫畫工業是十分專業的，有能力將

四靈信仰結合漫畫家自己的想像力，將其躍然紙上。這也就是為什麼玄武信仰的

神話思維足以在日本漫畫界紮根如此深厚的原因。 

然而，有些漫畫雖然提到玄武，但也只是掛名而已，其意義和玄武信仰的內

容毫無關聯，例如《幽遊白書》裡的青龍、白虎、玄武和朱雀四隻妖怪，只是在

數量上為四，故以四聖獸為名，在他們身上找到的四靈特質少之又少，頂多就是

白虎像虎，青龍有龍形裝飾而已31。這樣的例子筆者不論，而直接選最具代表性

的文本，故以川原正敏《修羅之門》和渡瀨悠宇《夢幻遊戲》為代表。 

《修羅之門》是敘述格鬥家陸奧九十九以「陸奧圓明流」格鬥技打遍世界無

敵手的故事。在死生一瞬的格鬥中，陸奧九十九擁有著不輕易使用，但是一使用

就必勝的秘技——四門。根據劇情裡對「四門」的解釋： 

四門不是招式的名稱，而是陸奧圓明流招式的總稱⋯⋯四門就是死門，

那四扇門的任何一道門，不管是哪一道門打開，都是通往死亡之路⋯⋯朱

雀、青龍、白虎、還有玄武，以招式來說的話，那很合乎名稱⋯⋯被稱為「四

神」的四種招式。「四神」站立在「四門」之上，打開了每一扇門。但是，

                                                 
30 賴宗賢《台灣「北極玄天上帝」信仰》，收於《道韻（三）玄武精蘊》，台北，中華道統出版

社，1998，頁 275-289。 
31 見富堅義博作，鄭禎姝譯《幽遊白書》，東立出版社，1992年11月，卷四至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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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過的人，沒有一人生還⋯⋯靈幻的秘技⋯⋯32。 

由以上說明可知，「四門」共分「青龍」、「白虎」、「朱雀」和「玄武」四招，

只要一使出，必可造成對方的死亡，但是使用者本身也有體能或技藝上的風險，

是一組讓雙方陷入死亡邊緣的夢幻招式。 

由於「四門」是必殺的秘技，而陸奧九十九在格鬥時並不一定每次都要置人

於死地，加上使用「四門」對陸奧九十九自己的身體也是一種極大的負荷（有可

能因此死亡），所以到目前的劇情為止，陸奧九十九開啟「四門」的次數只有兩

次，使用的招式分別是「朱雀」和「玄武」。 

漫畫是一種以圖片和分鏡來分擔（或者完全取代）文字的藝術形式，加上使

用「四門」時總是驚天動地、不可言喻，所以我們只能根據連環圖片中的呈現去

探討「朱雀」和「玄武」兩招的精髓。 

在《修羅之門》卷十，陸奧九十九在格鬥場上與不破北斗對戰，在不破北斗

一直佔上風的情況，因為要守住陸奧的名譽和某些約定（日本熱血漫畫的慣用信

念），加上不破北斗對於陸奧九十九所用的陸奧圓明流相當熟悉（不破北斗的流

派是不破圓明流，此乃陸奧圓明流的分支），所以陸奧九十九必須使用不破北斗

完全不知道的秘技「朱雀」才有獲勝之機。筆者根據陸奧使用「朱雀」的畫面（見

務必參見附圖四），來說明「朱雀」的攻擊方式：先以極快的速度移動於對手四

周，讓對手以為陸奧九十九分身成四個人將對手團團包圍，其中真正的陸奧從對

手背後躍起，用雙腳夾住對手脖子，接著以腰力將對手扭倒並扭斷對方脖子，在

對手倒地的同時，手肘配合著重力再給對手致命的一擊
33
。 

我們來看看這招是否配得上「朱雀」之名。首先，真正的陸奧九十九是從空

中發動「朱雀」的（前面的分身可以視為「四門」的起手式），符合朱雀翔天之

姿；再來以腳捉住敵人，也是猛禽捕食獵物的方法。當然，能逼陸奧九十九使用

「朱雀」的不破北斗，也並非泛泛之輩，筆者從圖畫中看出，不破北斗在脖子被

夾住時，懂得配合陸奧九十九的身體移動，寧可被轉倒也要避免脖子被扭斷；不

過，就像陸奧九十九對不破北斗說過的，「很可惜，現在站在你面前的人⋯⋯是

我陸奧九十九⋯⋯」34，所以陸奧九十九跟著發動的最後一擊，有如猛禽堅硬銳

                                                 
32 見川原正敏作，林上園譯《修羅之門》，東立出版社，1993年2月，卷十，頁169至頁170。 
33 同註三十二，卷十，頁 195至頁 201。 
34 同註三十二，卷十，頁 45。此為日本格鬥漫畫擅於「嗆聲」之一例。在《修羅之門》中，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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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禽喙，那瞬間銜去不破北斗的性命。如此恐怖的殺招，簡直是神才做得到的

技巧，以四靈之「朱雀」為名，實在當之無愧。 

陸奧九十九使用「玄武」是在《修羅之門》卷三十一的世界異種格鬥賽總決

賽，對手是巴西柔術高手雷恩，就在陸奧九十九雙手骨折、渾身是傷之際，為了

以全力奮戰來回報雷恩的武術家尊嚴，陸奧九十九使用了「四門」中的「玄武」，

又是一次嘆為觀止的演出。筆者根據陸奧使用「玄武」的畫面（見附圖五），來

說明「玄武」的攻擊方式：起初和使用「朱雀」時一樣，先以極快的速度移動於

敵人四周，讓敵人以為陸奧九十九分身成四個人將對手團團包圍，其中真正的陸

奧迅速滑到敵人腳邊，以腳絆倒敵人使得敵人伏地，接著陸奧起身以頭錘擊碎敵

人的腦髓。整個過程沒有用到陸奧已經報廢的雙手
35。 

我們可檢查一番，看看此招與玄武信仰的原型是否相合：相較於「朱雀」的

空中攻擊，「玄武」是在臥地後才與敵人的身體接觸，符合玄武伏地之姿；致命

一擊是由頭部發出，象徵四肢短小的龜伸出頭部。在雙手負傷的情況下，以速度、

雙腳和頭部來搏殺敵人，確實是令人敬畏到五臟裡的招式，難怪敢以四靈之「玄

武」為名，與「朱雀」並駕齊驅。 

最後探討一下為何陸奧圓明流的招式要以四靈為名。除了動作的相似度之

外，最重要的應該還是對神的敬畏心理。看看陸奧九十九施展「玄武」、「朱雀」

的氣勢，讓對手有一種「站在我面前的是神」的錯覺，加上招式本身的恐怖，和

四靈相得益彰。由於四靈信仰在中國、日本術數的文化淵源已久，筆者認為是先

有「四門」的名稱再有招式內容，但是兩者是有著相互襯托的效果的。 

看完了《修羅之門》裡令人敬畏的玄武，我們再看四靈信仰更加濃厚的漫

畫——渡瀨悠宇的《夢幻遊戲》。女主角美朱和朋友小唯在圖書館內找到一本名

叫「四神天地書」的古書，結果兩人被吸入書中，進入一個類似中國的世界。美

朱成為紅南國的「朱雀巫女」，只要聚集負責保護朱雀巫女的七星士，就可以召

喚出朱雀，見到朱雀星君，實現三個願望。在尋找朱雀七星士的過程中，美朱與

七星士之一的鬼宿發生感人的戀情。另一方面，小唯成為俱東國的「青龍巫女」，

因為青龍七星士心宿的煽動，和美朱成為敵對立場。隨著「四神天地書」記載的

劇情，戰鬥不斷發生，最後小唯先召喚出青龍，將朱雀的力量封印，不過就在美

                                                                                                                                            

奧九十九常說這種自鳴得意到令人不寒而慄的話，如「陸奧圓明流沒有不認識的關節技」、「四

門⋯⋯就是要帶你到西方世界的名字」、「我還沒有⋯⋯使出全力呢」之類。 
35 同註三十二，卷三十一，頁 128至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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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讓小唯明白一切都是心宿的陰謀時，心宿以卑鄙的手段脅迫小唯實現他的願望

（成為至高無上、掌握一切的天神）。小唯以願望之力讓朱雀的力量恢復，美朱

許願解救了小唯、紅南國和現實世界，並在現實世界和重生的鬼宿相逢36。 

整部漫畫的人物刻劃和作者的繪圖功力其實有不少可談之處，但是在這篇文

章中，筆者著重在神話運用的部分，對其他戲劇元素只好忍痛割愛。在「四神天

地書」的世界，服飾、建築和文字類似中國（當然，漫畫中他們還是說日文，以

免日本讀者看不懂），世界分成四個國家：紅南國、俱東國、西廊國、北甲國，

這就隱含了四方思維，加上四國的守護神分別是青龍、白虎、玄武與朱雀，擺明

就是參考了中國四靈，甚至每個七星士的名字，就是來自中國四靈掌管的二十八

星宿（見附圖的朱雀七星士），到現在我們的農民曆裡面還可見到。作者自己也

說至少參考了十本書，對中國的宗教和風土民情有所取捨，才安排這樣的劇情
37。 

還有一個重要的神話觀點，雖不在中國四靈信仰範疇內，卻被渡瀨悠宇採用

在四神的神話呈現上，那就是祭祀許願的犧牲觀。中國沒有將四靈全部人格化，

人格化的玄武也不是要活人獻祭的神；但是在《夢幻遊戲》中，巫女在召喚神獸

時，必須是完璧之身，並且在見到神獸所代表的星君時，與星君「交合」，才可

以實現一個願望。與星君交合是一種「神交」，沒有真正的性行為場面，但是巫

女的身體會非常痛苦，在精神上也會變得脆弱，三個願望全部實現後，巫女的精

神會完全被神獸吃掉，成為祭品。這樣的犧牲觀，在中外神話宗教都可見到（例

如中國的「河伯娶親」），而這樣的安排也使得劇情本身更有張力，成為一個衝突

點：例如鬼宿無論和美朱多麼相愛，都不能有性行為；青龍心宿把「破壞朱雀巫

女的貞操」當作一種阻止對方的戰略；心宿隱瞞巫女許願完會死的事實，把小唯

當成供他完成願望的犧牲品⋯⋯等等，這些衝突其實就是「天意」和「人願」之

間的衝突，「獻祭」是讓「天意」和「人願」得以妥協的儀式。然而，現在的人

類畢竟已經不是完全聽天由命的原始先民，隨著人文精神的上揚，人類會以意志

去決定、爭取自己未來的幸福，所以故事的最後一回，作者以結局安排了一個結

                                                 
36 見渡瀨悠宇作，劉錦秀等譯《夢幻遊戲》，東立出版社，卷一至卷十三。筆者所引述的劇情到

卷十三完結，但是因為銷路太好，作者又出了續集，畫蛇添足地破壞原來完整的結局。在此筆

者所謂的《夢幻遊戲》不包括十三集之後的續集。 
37 同註三十六，卷一，頁 21作者自敘。作者捨去不用的中國民情，例如皇帝自稱「朕」，作者

覺得不便，所以就不用了，這樣子紅南國皇帝初遇美朱時才可以保密其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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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實現願望的不是神，是人類的意念。」38確實，許願的神力加速了故事的進

行，但是願望的方向和人類的未來，仍是取決於人類的意志。這接近鄭志明老師

在《台灣民間宗教結社》一書中所揭示的民間宗教思想特徵之一，「神明意志與

人文主義混合相行不背」
39，不過《夢幻遊戲》講了那麼多神跡，卻似乎仍是較

偏於人類意志的一邊，對人類價值有所肯定。 

由於《夢幻遊戲》是以「四神天地書」的紅南國、俱東國為主要舞台，所以

偏重於朱雀、青龍兩組神話符號的發揮，但是作者仍然設定了玄武和白虎的故

事。玄武巫女奧田多喜子，大約在現實世界中的幾十年前（也就是「四神天地書」

的兩百多年前，這又是一種神話思維：「天上一日，人間十年」，筆者命名為「異

界時間觀」），被吸入書中當巫女，在召喚出玄武後，許願回到現實世界，可是因

為身體的痛苦，被慈愛的父親了斷其性命。奧田多喜子的父親試圖毀掉這本書而

無法成功，正如他所猜測的，「我想它一定是在等待下位巫女，等待剩下的白虎、

朱雀、青龍的巫女」，所以同時代的大杉鈴乃無意間翻閱這本書，被吸入書中成

為白虎巫女，後來也靠著召喚白虎而得以回歸現實世界，並且以強大的精神力克

服了肉體成為祭品時的痛苦⋯⋯然後才是輪到幾十年後的美朱和小唯
40。不過即

使成為巫女是宿命，幸與不幸仍然看巫女自身的努力，雖然玄武巫女的下場是那

麼悲慘，但就如同筆者在本書中所見，美朱在當朱雀巫女的這兩天/幾個月裡，

體驗了許多事，「四神天地書」對她而言，「不是魔道書，不是危險的書，這是本

我所讀過的書中，最棒的一本書」41。 

最後談一下書中的「玄武」形象。在卷十三提到玄武巫女的故事時，背景有

玄武的圖像。根據筆者的考證，很可能是仿自漢朝畫像裡的玄武（見附圖二的四

川出土之玄武像），所採用的玄武圖騰是龜蛇合體而非單獨的龜。無論如何，《夢

幻遊戲》將四靈及星宿全部擬人化（包括男主角），是受玄武等四靈信仰所影響

最深的漫畫。 

（二）霹靂布袋戲之玄武 

                                                 
38 同註三十六，卷十三，頁 172天帝語。 
39 見鄭志明《台灣民間宗教結社》，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頁15至頁16。鄭志明老師並

說民間宗教的另兩項特徵是「保留文化遺產」和「功利色彩的道德抉擇」。 
40 同註三十六，卷十三，頁 41至頁 42，奧田多喜子的父親留給友人的遺書。 
41 同註三十六，卷十三，頁 177美朱語。之前美朱的哥哥曾在卷二說「四神天地書」書本身可

能就是一種咒語，具有危險性。於是在故事最後，美朱向哥哥說了這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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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布袋戲自從以素還真為主角之後，漸漸脫離傳統史艷文時代的故事框

架，在劇情方面走向多元，沒有截然的正派反派，佛界內鬥與魔界內鬥時有所聞，

不同派系也可以隨局勢的轉變而化敵為友⋯⋯這樣的走向是否算是一種編劇層

次的進步，當然是見仁見智；不過無可否認地，這樣的走向確實打破了傳統布袋

戲善惡分明的壁壘，避免了角色塑造的扁平化，使劇情更為豐富可觀。 

鄭志明老師在教授「中國神話美學」時，曾經以中國人傳統的四方神話思維

來解釋，為什麼早期劇情簡單的布袋戲，其二元對立都是「東南派大戰西北派」，

因為東方青龍所代表的生機，在中國人的印象評價上優於西方白虎的肅殺之氣；

而南方朱雀的上升意識，其正面形象又勝過北方玄武的幽冥意識，故中國人在四

方思維中，崇東南而貶西北。鄭老師並且感嘆現在的霹靂布袋戲已經失卻了傳統

的象徵意義，雖然現在的霹靂布袋戲亦代表另一種現實層面的觀照與反映⋯⋯鄭

老師的見解可謂中肯，但這並不是說，現在的霹靂布袋戲已經完全和中國神話絕

緣。其實無論是神話的思維模式，還是神話題材的運用，都仍然是成為支撐霹靂

布袋戲劇情的支柱之一，與爾虞我詐的武林局勢，深刻鮮明的人物刻劃，感人至

深的恩怨情仇，同樣是吸引大批戲迷的劇情特質（更不用論劇情外的賣點如聲光

效果等）。相較於創意獨樹一幟、筆者個人亦相當推崇的另一布袋戲系列——天

宇布袋戲，霹靂布袋戲與中國神話的血緣關係似乎更為親密。 

以神話思維的角度來看待霹靂布袋戲劇情，我們可以發現，素還真的一人三

化分身術，葉小釵的心劍，傲笑紅塵的御劍飛行，一頁書的死後再生，蜘蛛網中

人的蛻變成人形，蔭屍人的土遁，韶雲的化身為浮雲⋯⋯這些例子中都包含且轉

化了中國神話「分身」、「灑豆成兵」、「御風飛行」、「五行遁術」、「動物汎靈論」、

「生生不息」、「變形」、「異稟」等觀念。至於神話題材的運用亦屢見不鮮，如魔

魁之女飼養的魔物「血蜪」，就是取材至《山海經》
42；非凡公子囚禁儒道釋三教

先天的「建木」，亦引自《淮南子》43；筆者在這篇文章想要探討的玄武與其他三

靈，也屬於這個範疇。 

在「霹靂英雄榜之爭王記」（簡稱「爭王記」）裡，整個劇情是架構在四方靈

                                                 
42 《山海經˙海內北經》：「蜪犬，如犬，青，食人從首始。」。見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

里仁，1995，頁312。 
43 《淮南子˙墬形訓》：「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見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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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而四方靈地各有一位公子鎮守，其目的與行動各異。在此筆者不必耗費時

間講完整個「爭王記」的劇情，只要對四方作簡述即可：東方梅林的東陵少主，

西方的汗青編御主悅蘭芳，南方白菊小苑的莫召奴，以及北方竹林的非凡公子。

其中，以北方的非凡公子所使用的四靈象徵最為明顯。 

話說魔界軍師白無垢在「霹靂英雄榜之風起雲湧第二部」第二十八集，因為

要追殺魔界叛徒耆老，雙雙闖入了武林正北之位的竹林，只見陰風陣陣，風來疏

竹，鳴聲大響，惑人心神，耆老被逼得發狂而死，修為較高的白無垢在收攝心神

後深入竹林，發現了一尊會說話的玄武石像，外形為黑色巨龜，與白無垢進行交

談。白無垢心折於玄武石像在言談中表露的才幹，所以之後一再地來到竹林造

訪。直到三集之後，也就是「爭王記」第一集，玄武石像在與白無垢相談甚歡之

下，現出真面目，即是非凡公子。 

從以上片段，我們可以發現符合玄武特徵的幾點： 

1. 其地在正北。 

2. 其象即為玄武龜。 

3. 北方在五行中屬水，在五常中主智，與非凡公子形象相符。（雖說在武

林為了保命，其他三位公子所展現的智謀也不在話下） 

由此可知北方的非凡公子，在「爭王記」的形象是以玄武信仰為參照。相較

之下，莫召奴與朱雀的關係並不緊密，除了住處地面常常噴火之外，基本上朱雀

還是朱雀，莫召奴還是莫召奴，兩者並無本質上的相似；東陵少主及悅蘭芳的形

象就更與青龍白虎無涉。不過「爭王記」的四方系統仍有令人不解之處，那就是

將梅蘭竹菊四君子花卉，分別配合四方，不知語出何處。就算可配四方，霹靂的

配法亦有可議之處，譬如象徵寒冷的梅花不在北而在東，紅色的蘭花不到南而到

西，這都是需要斟酌的，不過或許霹靂的編劇另有一套他們自己的四方邏輯吧！ 

    關於非凡公子所寄身的玄武造型藝術品，在中國漢朝時就已流行（參見附圖

三），然而每個藝術品之間有些差異，最大的差異是「龜」與「龜蛇」之別。當

然，也有一些小差異，比如說脖子的長度等。我們看非凡公子的玄武石像（見附

圖九），可從中看出兩點知識：一為它是採取玄武為「龜」的說法，因為我們在

石像上沒有看到蛇的外觀，二為其首及爪類似龍，根據筆者的判斷，可能是明清

時期龜所演變的龍子形象。 

    行文至此，筆者敘述了當今創作中應用的玄武信仰，有來自日本漫畫的，也

有來自台灣布袋戲的。筆者製作一份表格，來比較這些文本引用四靈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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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名稱 四靈釋義 相應原型 

 

備註 

修羅之門（漫畫） 格鬥技名稱 1. 朱雀翔於天空

之姿 

2. 玄武伏於地面

之勢 

 

劇情至今無出現青

龍、白虎兩招。 

夢幻遊戲（漫畫） 1. 神獸名稱 

2. 巫女名稱 

3. 星君名稱 

4. 七星士統稱 

1. 二十八星宿配

合星士 

2. 國家名稱符合

四方顏色或方

位，國家的守護

神符合四靈。 

將四靈以及所掌管

的二十八星宿全部

擬人化，成為故事

重要人物。 

爭王記（布袋戲） 1. 方位名稱 

2. 人物代稱 

1. 武功招式名稱

帶有四靈（如玄

武風、朱雀火）

2. 玄武的石像及

智慧 

以梅蘭竹菊分配四

方，不知何據。 

 

四、結語 

    在明白玄武信仰的起源和發展，並且探討玄武信仰在現代創作的應用之後，

我們不免要問，這樣的軌跡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一隻烏龜（或龜蛇）在文化中的

「生態」與「演化」，究竟呈現了什麼、反映了什麼？ 

    前面談過不少學者對玄武崇拜原因的解釋，無論真正的答案為何，如果中國

古代沒有因為對自然萬物無法掌握，而產生恐懼和敬仰，那麼這些信仰是不可能

憑空誕生的。玄武的信仰，代表著先民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一種思考方式。隨

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展，玄武的風貌也不斷改變，漸漸人格化，和統治者、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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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相互關係也十分複雜，所以對玄武信仰的觀察，等於是考察一個文明的演

進，了解一個現實如何形成神話、神話又如何影響現實的例子。當科學昌明，人

類以為科學可解釋一切的時候，誰知道我們的解釋究竟有沒有比先民高明？有沒

有比神話準確？或者我們的思想，也只是時間之河的一股水流，終會流向未來，

並且被未來所染色？就像我們所掌握的古文明知識，縱使看來荒誕，誰知道裡面

可能藏有多豐富的小宇宙？ 

    所以筆者不敢輕忽、自滿，因為筆者我接收到先民輾轉流傳的水流，在文獻

中、在日常生活裡，儘管不是完全可解；但是筆者也不能退縮或自貶，因為筆者

我也在時間之流裡，雖然不知道以後的人會如何評判，但時間總會走下去的，我

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著未來。 

    「我們正在寫歷史」、「我們正在創造歷史」，常聽到上面的這番話，但是在

悠悠的歲月，人類是否真能了解這句話的正面意義？整理了玄武的歷史，評述了

現代的創作，筆者認為，我們也正在接連著一個很大、很大的神話，也許就處在

一本比「四神天地書」更長的神話書裡，而這神話的演變，我們當然無法預測。

畢竟，如同玄武信仰演變之例，人類的文明，人類的思維不斷地在累積與變動。 

    但我們不是完全沒有責任。



















玄武信仰的淵源與演變 
——兼論玄武信仰在現代創作的運用 
 

  

【附圖八  非凡公子像】（引自「爭王記」，霹靂國際多媒體，版權為其所有） 

 

 

 

 

 

 

 

【附圖九  非凡公子寄身的玄武石像】（引自「霹靂圖騰」，霹靂國際多媒體，版權為其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