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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學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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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系  周 健 

 

一、神話是未實現的科學，科學是已實現的神話。神話是人類集體的夢，亦為 

人類共同的心靈財產。若無溫馨的回憶，冬天一定會更冷，一個民族若無

神話，猶如沒有靈魂。（舊建築的拆除，是集體記憶空間的喪失。） 

二、定義： 

    1.神話（myth）：源自希臘文‘mythos’，義為語詞、故事、言說、虛構故 

     事/小說，與‘logos’（道/科學）相對。乃文學的先河，跟傳奇對文字發 

     明之前的歷史有補白作用。 

    2.神話學（mythology）：古希臘人認為神話在詮釋生命的意義，哲學在詮釋 

     神話的意義。比較神話學，在尋找共同的主題和特點，追溯宗教與文化共 

     同的起源及發展。 

    3.傳說（傳奇, legend）：「古」=十口相傳，在文字未發明之前，以口耳相傳 

     的方式記錄歷史，其真實性通常不可考，與神話的界限不明，合稱神話傳 

     說。 

三、工具學科： 

    1.人類學（anthropology） 

    2.語言學（linguistics） 

    3.歷史學（history） 

    4.宗教學（religious studies） 

    5.民俗學（民間傳說）（folklore, folkloristics） 

四、起源： 

    1.真實事件 

    2.寓言 

    3.擬人化 

    4.儀式：禮拜、彌撒、洗禮 

五、分類： 

    1.創世神話：最重要，分世界起源神話、人類起源神話、文化起源神話。 

    2.神祇神話 

    3.英雄神話 

六、世界主要神話： 

    1.中國神話：天下第一奇書：《山海經》。夸父逐日、女媧補天、精衛填 

海、后羿射九日、大禹治水、嫦娥奔月（歷史上第一位女太空 

人）。 

    2.朝鮮神話：檀君、三姓穴（濟州島）。 

    3.日本神話：日神（天照大神）。 

    4.印度神話：《吠陀經》（Veda）、《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羅摩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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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Rāmāyana）。 

    5.巴比倫神話：世界最早的英雄史詩：《吉爾加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大洪水（Deluge, Flood）。 

    6.希臘神話：全球各地神話之中，最富廣度與深度者。《伊里亞德》 

（Iliad）、《奧狄賽》（Odyssey）。 

    7.羅馬神話：共和末期，羅馬詩人模仿希臘神話，編寫自己的神話。 

    8.斯拉夫神話 

    9.北歐神話：循環論，焦點在毀滅，神亦不具永恆性，萬物皆不完美。 

      1.冰島：《埃達》（Edda） 

      2.德國：《尼伯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被稱為德語的《伊里亞德》。 

      3.星期名稱的起源： 

       星期日（Sunday）：巨人 Mundilfari 之女 Sol 之日，乃日耳曼人祭太陽之 

日。 

       星期一（Monday）：巨人之子 Mani，乃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月亮之日。 

       星期二（Tuesday）：戰神（Tiu, Tiw, Tyr）之名。 

       星期三（Wednesday）：祭主神 Wotan 之日。wind, wood 均與其名字有 

關。 

       星期四（Thursday）：雷神 Thor 之日，乃一週最神聖的一日。 

       星期五（Friday）：女神 Freyja 之日或 Wotan 之妻 Frigga 之日。（兩位女 

神可能是同一人） 

       星期六（Saturday）：羅馬神話農神 Saturn 之日。 

    10.埃及神話：世界宗教信仰之母。 

    11.馬雅神話 

    12.阿茲特克神話：來自雲霧之國。 

     

七、著名的傳說： 

    1.香格里拉（Shangri-La），香巴拉（Shambhala） 

    2.亞特蘭提斯（大西洲，大西國，大西洋島）（Atlantis） 

    3.聖杯（聖盃）（Holy Grail） 

    4.亞瑟王（King Arthur）與圓桌武（騎）士（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 12- 

150 人） 

    5.羅賓漢（Robin Hood） 

    6.威廉˙泰爾（Wilhelm Tell） 

    7.德古拉（Dracula）→吸血鬼（Vampire） 

    8.黃金國（El Dorado）：印加帝國 

八、著名的神話學家：1.「現代人類學之父」李維史陀（Claude Lé vi-Strauss,  

1908-2009）著《神話學》（Mythologiques I-IV）。 

九、造神運動（人造神）：關羽、媽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