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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便有大量妖·精·怪類故事存在，存有龐大的妖怪文化體系，因受到不同時代

思潮的影響，這些故事數量繁多而種類複雜，有無數的學者為其分類，卻終究難有定論。與

此同時，受到科學發展以及政治宣揚的影響，現代大陸社會中，妖怪故事的發展停滯不前，

也再無新妖怪出現，僅有的幾個知名之故事被不斷地改編再創造，而妖怪的形象也逐漸被圖

像化，僅以娛樂的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 

與之相對的，是近些年台灣妖怪故事的興起。受到國族認同思潮的影響，台灣重視妖怪

的在地化發展，強調妖怪的地域性，人們統整並賦予妖怪故事新的含義，推動其走入大眾視

野。日本的妖怪文化則隨著 ACGN文化的傳播不斷輸出，始終未有停滯。 

因三地地理位置鄰近，且自古便有文化互通，故有許多妖怪故事之設定或妖怪形象呈現

出共通性。但查閱資料發現，學者們所討論之異同，多立足於中日、台日、陸台的視點，而

鮮少將三地之例放於一處，對於妖怪的傳承也眾說紛雜。同時，有關「為何會出現這種妖怪

和妖怪故事？」「這些故事為什麼會發生某種變遷，與其背後之文化、社會現象有何關係？」

等問題，目前大多尚且缺乏整理和論述。因此本論文嘗試透過「妖怪」這扇窗戶，使可以比

較、了解三地妖怪故事之異同，並窺視其背後所蘊含的時代思潮與文化意涵，以及相互的交

流影響。 

妖怪多源自人們的恐懼與不安。本論文首先通過參考各家先行研究，分別整理了大陸、

台灣、日本三地的妖怪的發展背景，涵蓋不同時期妖怪的變遷，以及人們對「妖怪文化」的

態度變化，形成一個大致的框架。以此為基礎並與之係連，以「寓話警告」、「自然現象」、

「恐怖現象」、「人間関係」將妖怪及妖怪故事大致分為四類，共舉十例，並對部分故事所隱

含之風俗人情和背景文化進行審視和探討。 

第四章中藉用『山海經』、『搜神記』、『妖怪鳴歌錄』『今昔畫圖續百鬼』等著作以魚

姬（台）、老虎祖母（陸）、化鯨（日）來闡述早期的妖怪故事是如何發展出「環保」之意涵，

並探討與之有關的日本捕鯨文化；對比鰲魚（陸）、地牛（台）、地震鯰（日）分析三地關於

地震型妖怪之聯結，以及日本的水信仰；以山林迷失和疾病肆虐二類妖怪故事來討論三地所

共有的面對無法避免之現象而產生的憂慮；通過舉例羅刹鳥（陸）·墓坑鳥（台）·陰摩羅鬼

（日）、金魅（台）・金蚕（陸）・犬神（日）之類似妖怪故事來分析人與妖怪之關係並係連

佛教傳承與巫蠱文化。 

通過整理，本論文對比了三地部分妖怪故事中內容或發展之相似，嘗試釐清了其背後所

展現的社會、文化、風俗現象與傳承關係。同時，也試圖以小見大，希望可以通過個例的變

遷來推敲了解某類妖怪故事發展之共通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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