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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我们这一期专栏所发表的是井上泰山教授的5日本人与3三国志演义4) ) ) 以江户时代为
中心6和沈刚副教授的5鲁迅黑暗意象的发生学解释6。

井上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著名专家。他从西班牙获准摄制并经他整理出版

(附影印)的5三国演义志传6,原为嘉靖27年叶逢春刊本,也是现存的举世无双的孤本; 此书的

整理出版和他的有关研究是5三国演义6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事。本栏发表的他的这篇论文则对

中国研究者了解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接受5三国演义6有很大的帮助,这不仅是比较文学的研究

课题,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和挖掘5三国演义6的义蕴也深具启发作用。沈

刚先生的一篇则是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特色形成原因的新的探讨,它同时也向我们提示了现代

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 ) ) ) 作家的早年(包括童年)生活环境对其作品的影响。当

然,在这方面如何准确地掌握分寸同样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日本人与5三国志演义6
) ) ) 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日]井上泰山
 

  [摘  要]  从 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5三国志演义6, 由于在 1692 年出版了京都

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 5通俗三国志6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 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

后期,5三国志演义6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 /带图本0之外又成为/ 净 璃0、/ 洒落本0等等各种
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5三国志演义6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
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5三国志演义6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

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关键词]  5三国志演义6  江户时代湖南文山  5通俗三国志6  净 璃  洒落本  5赞极史6

一、江户时代的汉籍流入

众所周知, 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 说它有史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也不过

分。从汉字开始,以致佛教、儒教等等, 日本人从中国学到了很多的文化,以此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

活。一般而言, 在引进外国文化时,有人的交流和进口货物等几种具体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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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起到特别重要作用的, 就是文字资料的书籍。把中国出版的书籍运到日本,通过翻译来学

习,日本人从中国得到了大量的文化财产, 并且经过应用建立起独自的文化。进口汉籍的历史很

长,中国一出版能够大体称为书籍的图书, 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传到了日本。在

此,我们就把焦点对在江户时代,简单地探索一下汉籍流入日本的情况。

很幸运,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保留着曾经担任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馆长的大庭 教授的重要

的研究成果。我们都知道,大庭 教授是世界有名的东洋史专家,对汉代木简研究和日中文化交流

史研究造诣很深。和我这次的主题攸关的是, 1967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出版的名为5江户

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6的学术书籍。在这一著作中,大庭教授通过调查江户时代从中国进口书籍的

总数,试图制作接受中国文化的基础性资料。由于已经失去的资料很多,还没有达到完善的状态,

即使是这样,这个脚踏实地的研究, 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江户时代导入中国文化的具体形

态。遗憾的是, 大庭教授几年前因病去世,生前为了纪念他的古稀, 由志趣相同的朋友出版的论文

集5象与法6中, 收录了以/流入日本的汉籍研究方法0、/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 ) ) ) 其方法和界
限0、/唐船持渡书0等为题的讲演记录, 让我们在这里一边参考这些讲演记录,一边看一看江户时代

中国的书籍是通过什么经纬流传到日本国内,这些书籍流入日本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就这些有关

汉籍流入日本的几个颇有意思的问题简单地作一下介绍。

日本的江户幕府采取了禁止与外国自由交流的/锁国0政策。但并不是全面地禁止和外国的贸

易。江户幕府例外地批准了对荷兰和中国的交流,以九州的长崎为窗口,在政府严格的监视下可以

进行物资往来。所以在江户时代, 荷兰和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物资流入日本,当然中国出版的书籍也

不例外。江户时代是从1600年开始的,用中国的年号来说,相当于明代的万历 28年、神宗时代。

尔后,从明代到清代的大约 270年间,大量的汉籍被载入船运到日本国内。但并不是所有的汉籍都

能无条件地进入日本,江户幕府严禁基督教在日本国内传教,所以对汉籍中有没有关于基督教教义

的内容,有必要进行严密地检查。为此, 幕府派遣了号称/书籍审查官0的官员常驻长崎, 并让他们

代代世袭地从事书籍审查的工作, 采取了一种禁书政策。从中国来的贸易船只一抵长崎港口,要事

先提交保证没有关于基督教书籍的誓约书/赍来书目0,然后制作/书籍总账0等,经过规定的一套手

续,中国书籍才可以登陆,把它们纳入日本国内销售的渠道。也就是说, /书籍审查官0这个官职,就

是执行政府禁书政策最前线的官僚; /书籍审查官0制作的简单的汉籍内容说明,即/大意书0就是了
解书籍内容的/汉籍简介0。这个/汉籍简介0被送到行政中心的江户(现在的东京)这个阶段,奉行

人就马上可以得知从中国运来了什么样的书籍。就这样,可以说是政府书库的/红叶山文库0里不

断蓄积大量的汉籍。这个/红叶山文库0现在改称为/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0, 其中大部分的藏书
都是江户时代经由长崎从中国进口的贵重的书籍。

从中国流入的汉籍不仅仅是运到了江户,还流入地方行政单位和私人书库。可以称为尾张德

川家书库的/蓬左文库0、加贺前田家的/尊经阁文库0等日本各地的图书馆,现在也还保管着许多江

户时代从中国传来的贵重的汉籍。其中包括许多贵重的白话文学资料。因为有些资料, 中国也已

经不存在了,所以,以前孙楷第、王古鲁先生等中国著名的学者为了调查曾经特意来访日本。

二、5三国志演义6传到日本

可以想象, 小说5三国志演义6也和其他众多的书籍一样,是在江户时代经由长崎传到日本的。

5三国志演义6首次传入日本的时期虽然很难判定,不过可以根据现在留下来的私人读书记录或者

藏书目录之类, 精心地进行调查,对传入日本的时期大致做一个推测还是可能的。像这样的研究,

在日本不是由中国文学研究者而是由书志学者(文献学者) ,或者是国文学者(日本文学研究者)来

进行的,这是一个事实。根据长泽规矩也、中村幸彦先生或者德田武先生等著名的文献学者和国文

学者的调查,使有关传来5三国志演义6的过去的记录渐渐地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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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中村幸彦先生的论文/ 唐话的流行与白话文学书籍的进口0( 5中村幸彦著述集67、
1984年)的记载,现存记录中, 5三国志演义6的书名出现最早的是江户时期的知识分子林罗山的著

作集。5林罗山先生集6附录卷一的庆长九年的信件,也就是公元 1604年的信件里,附载着罗山本

人的读书目录, 里面记录着5通俗三国志演义6的书名。另外,估计是罗山的随笔5梅村载笔6中,也

包含着汉籍目录,里面与5西游记6、5列国传6、5全相汉书6等书名一起排列着5三国志演义6的名字。

这个是不是罗山的读书目录, 就不大清楚了。总之,根据这样的记录,可以窥测江户时代的初期,日

本知识分子的身边已有小说5三国志演义6了。

其次, 根据长泽规矩也先生5日光山/天海藏0主要古书解题6(日光山轮王寺、1966年)的记载,

宽永 20年, 也就是公历 1643年去世的天海僧正的藏书中,记录着5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

传6(乔山堂刊本) ,还有5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6(明刊本)等书名。很显然,天海僧正在生前目睹

了复数的5三国志演义6的明代刊本。

再有,根据遵照八代将军吉宗命令编制的江户幕府藏书目录5御文库目录6的记载, 可以得知正保

三年也就是公元1646年,5英雄谱6纳入/红叶山文库0。这个5英雄谱6是5三国志演义6与5水浒传6合

刻在一起的书籍,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那时江户幕府的书库也已经有了5三国志演义6的刊本。

把以上这样的私人读书记录以及藏书目录,或者是幕府的藏书目录等综合一下, 我们可以知

道,在江户幕府诞生百年之后的 1700年这个时候, 5三国志演义6的版本就有5通俗三国志演义6、

5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6(刘龙传本)、5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6、5二刻英雄谱6、5三国英

雄志传6(杨美生本)等等,至少也有五种版本传到了日本。现存5三国志演义6的大部分是 16世纪

中期以后出版的,在其后的不足150年间,被陆续运到了日本。这说明,在江户时代的很早的阶段,

就已经基本具备了日本人欣赏5三国志演义6的物质条件。像下面讲的那样,在 17世纪末出版了第

一部翻译成日语的5三国志演义6, 但在此之前, 日本国内已经存在几种5三国志演义6, 可以窥见那

时日本已经基本打好了接受翻译版的基础。

三、江户时代5三国志演义6的翻译与改编

那么,日本第一次出版翻译成日文的5三国志演义6是什么时候呢? 根据现阶段的信息,我们可

以推测,最早完成的翻译版时间是元禄 5年,也就是 1692年。书名是5通俗三国志6, 出版地点是京
都,翻译人是自称/湖南文山0的隐士。对这位叫文山的人物掌握的情况并不多,依据石崎又造先生

或者中村幸彦先生的研究,翻译人不是一位, 先是天龙寺叫义辙的和尚翻译到中途, 义辙去世后,义

辙的弟弟月堂接过来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在这种见解之上, 国文学者、明治大学的德田武先生,又

指出了元禄5年出版的5汉楚军谈6的翻译态度和5通俗三国志6的相似点,并提出历来所知的5汉楚

军谈6译者章峰、微庵兄弟俩很可能与义辙、月堂是同一个人物这样的假设。不管怎样,在谈论江户

时代初期知识分子和白话小说的关系时,禅宗和尚很可能参与了把中国白话小说翻译成日语的工

作这件事,叫人颇感兴趣。

5三国志演义6日文版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出版的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按照

中村幸彦先生的研究,是京都制作金属首饰的工匠叫西川嘉长的人物在对马藩逗留时,偶然听说京

都五山的和尚在讲谈5三国志演义6,这成了一个机缘。由于西川嘉长的资助, 在京都的书肆,栗山

伊右卫门的手下实现了翻译本的出版。据说这是对马人古藤文庵写的5闲窗独言6中的记载,所以

被公认是可信的。在这里又涉及到京都五山和尚的参与,使我们联想到宗教与书籍的密切关系,和

刚才一样,令人兴味盎然。

大家都知道,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自古以来书籍的诞生与宗教有着割不断的密切关系。5三国
志演义6翻译版的诞生,其背景可以想象有着宗教界的大力参与。被视为五山的和尚轮流讲谈5三

国志演义6的地点 ) ) ) 对马,是九州近海的日本海上的一个小岛,因为这个小岛离朝鲜半岛很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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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朝鲜进行外交谈判的时候, 它就成了最前线。正因为与海外直接接触的机会甚多,幕府就不得不

关心当地的状况,有必要派遣有教养的人士到对马, 把对马和中央连接起来。所以,就设置了一个

叫/以酊庵0的衙门, 京都寺院的和尚被轮流地派到这里,对当地的官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讲话。在

这个所谓定期召开的面向官员的教养培育讲座中, 5三国志演义6大概就作为教材的一部分包括在
里面了。想到京都五山的和尚轮流担任了这项工作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京都佛教界中

已经存在欣赏包括5三国志演义6在内的近世白话文学的人物了。就是作为翻译人被列出名字的

/湖南文山0这个人物,在江户初期也已经大致能理解中国白话小说的原文,所以如果不是精通白话

小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话,是绝对不能胜任那样的工作的。像刚才讲到的,有人指出文山这个人物

有可能是禅宗的和尚,想必是顺理成章的。

日本第一次出版翻译成日文的5三国志演义6的经过就谈到这里。下面,让我来谈一下湖南文

山翻译的5通俗三国志6用的是哪一个版本这个问题。

刚才已经提到, 截至 17世纪末传到日本的5三国志演义6一共有五种版本。文山到底是按照哪
个版本翻译的呢? 对这个问题,以前小川环树先生在出版现代日语版的5三国志演义6的时候,详细

地调查了几个版本,结果搞清楚了是李卓吾批评本(吴观明本)。不过, 据长尾直茂先生最近的研

究,湖南文山翻译的底本虽然基本上用的是李卓吾批评本,但是发现里面插入了一部分独自的译

文,所以也许考虑到日本读者的情况, 增添了底本里没有的独自的文章。不管怎么说, 5三国志演

义6在日本第一次被完整地翻译成日文这项工作, 是由叫湖南文山的人物所完成,以此为开端,以后

才陆续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改编本。

这件事在下面我会详细地介绍,在这之前,我想补充一点。那还是关于5三国志演义6的日语版
的问题。第一个完成完整的翻译说是湖南文山这不假,不过在湖南文山之前已经有人把5三国志演

义6的一部分翻译成日文出版了。这个人是江户初期的儒者中江藤树。根据德田武先生的研究,那

是被推断为中江藤树的著作5为人钞6, 里面编入了有关5三国志演义6 /连环计0与/孔明南征0的故
事,估计这也是基于李卓吾批评本翻译的。把5三国志演义6的原文与5为人钞6中的译文仔细比较

一下, 虽然不是直译,但是从有些部分可以看出, 的确是沿着5三国志演义6翻译出来的。5为人钞6

是1662年出版的书籍,如果前面的指摘是正确的话,在湖南文山完整的翻译版出版的 27年以前,

尽管是一部分, 可以说5三国志演义6的翻译版就已经问世了。

四、学习唐话和5三国志演义6

元禄年间出版的5三国志演义6的日文版5通俗三国志6, 好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所以,从那

以后被改编成日本式的5三国志演义6不断出版。目前正在详细地追溯日本鉴赏5三国志演义6本来

状态的研究者中,有金泽大学的上田望先生。根据5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6第 9辑

( 2006年 3月刊)登载的他最近的研究论文5日本的3三国志演义4鉴赏(前篇) ) ) ) 以翻译与插图为

中心6,说是江户时代的正德( 1711年)至享保( 1716年)期间,兴起一个空前的学习唐话(汉语)的热

潮,出现了以5三国志演义6等白话小说为教材的学习唐话的知识分子的团体。其结果是涌现出非

常爱好5水浒传6、5西游记6等白话小说的读者。可以想象, 日本人通过阅读源源不断地进口到长崎

的中国书籍,逐渐地对邻国的文化感兴趣,所以早早出版的完整的日文翻译版5三国志演义6,当然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心。在如此高涨的对中国关注的背景下,上田先生把当时与5三国志演义6有
关的人们的类型,设想有以下四种(上田望先生前述论文第 9、10页) :

( 1) 学习唐话,在学习过程中阅读5三国志演义6的原文。

( 2) 虽然不学唐话,但是阅读5三国志演义6的原文。
( 3) 被唐话学习热、白话小说热、中国热所触发,阅读翻译成日文的5通俗三国志6和5通俗三国

志6的摘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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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不读原文也不读译文, 通过歌舞伎、人形剧、讲谈等来欣赏三国的故事。

其中, 属于( 1)和( 2)类型的人们,两者都具备理解5三国志演义6原文的能力, 只要有小说的原

文就能达到目的。尽管不清楚这种人在江户时代前期有多少,但是有被称为从事口头翻译工作的

/唐通事0的人们、有儒学者、有曾经到过中国的禅宗和尚们, 还有在私塾经过辅导和自学能够解读

汉语的知识分子等等,可以想象有一定数量的人是属于这两种类型的。另外, ( 3)类型的人们也是

在湖南文山的翻译版出售后的元禄年间以后, 把5通俗三国志6或者其摘要本放在手头, 读得入了

迷,对日本故事中所没有的,以雄壮、宏大规模展开的5三国志演义6的世界心满意足。但是,属于

( 4)类型的人们, 无论是5三国志演义6的原本进口也好, 5三国志演义6的翻译版出版也罢, /三国故
事0在哪一个阶段对他们来说,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依然是遥远异国的虚无缥渺之谈吧。

五、5三国志演义6对江户民间文艺的影响

(一)带图本

像这样的, 对不善于接触以文字作媒介的跨国文化的人们来说, 带有插图的5三国志演义6的出

现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下面,我们仍旧按照刚才介绍的上田先生的调查结果,来确认一下江户时

代摘要版出版的数量。上田先生仔细调查了日本各地图书馆所藏的5三国志演义6的带图本,彻底

查明当时出版了以下的种种书籍:

(红本)  5三国志6: 羽川珍重( 1685 ) 1754)画,享保6年( 1721) , 所藏机关不明。

(黑本)  5通俗三国志6(别名5画解三国志6) :鸟居清满画, 宝历 10年刊( 1760) , 东京都立图书

馆中央馆加贺文库, 东洋文库所藏。

(黄封面)  5通俗三国志6:刊年未详(安永元年刊?) ,东京都立图书馆中央馆加贺文库、大东急

纪年文库、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等藏。

关羽五关破:安永元年( 1772) , 3卷,鸟居清满画,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孔明赤壁谋:安永元年( 1772) , 2卷、鸟居清满画,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黄封面)  5通俗三国志6(别名5画解6) :天明 2年( 1782) ,桂宗信(源吾)画, 学习院大学日本

语日本文学研究室、上田望等藏。

(黄封面)  5绘本三鼎倭孔明6: 5卷 3册, 睦酒亭老人作,北尾重政画,享和 3年( 1803)刊, 国会

图书馆藏。

5绘本通俗三国志6: 葛饰戴斗二世画, 京都池田东篱亭校订, 天保 7年 ( 1836) ) 天保 12年

( 1841)。

就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从 18世纪前半叶到 19世纪中叶的大约 100年里,日本出版了各种各

样的/绘本通俗三国志0。关于这些5三国志演义6的摘要版的内容, 上田先生的论文里也有详细的

说明, 在这里就不再细谈了。总之, 可以指出的是,像这样的摘要版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附有插图。

宝历年间到安永年间非常活跃的画家有鸟居清满、羽川珍重、北尾重政,还有葛饰戴斗等人,由于这

些当时有名的画家给5三国志演义6精彩的场面插入彩色的图画,所以对需要文字以外要素的广大

民众来说,这个本来不外乎是遥远异国故事5三国志演义6的世界,却马上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被人们所接受、所熟悉,从而一下子缩短了与5三国志演义6的距离。另外, 在这些带图本中,有些好

像是专对儿童或妇女出售的。从中可以窥见,书肆当时借中国热的东风,试图抓住更多读者的强有

力的经商精神。

说起带图本的登场, 马上使我联想到的是中国也曾经出版过同样版本的事情。我曾经在西班

牙爱斯高里亚尔宫殿调查过的/叶逢春本05三国志演义6,也正是这样的带图的版本,估计这是最初

的5三国志演义6带图版本。把带图本的产生归结为识字率的问题,可能是有点小题大做,不过,在

明代嘉靖年间擅长文字的人, 我想并不多。所以, 把精彩的场面视觉性地进行介绍, 让人一看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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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版本的诞生, 那可真是划时代的创举, 可以推断它是成为扩大5三国志演义6读者层次的极大
契机。类似的情况不仅仅是在中国,在日本也产生了,所以元禄年间仅以文字翻译出来的5通俗三

国志6,由于以后画家也来参与给它增加了插图, 从而使5三国志演义6朝着大众化的方向迈出了很

大的一步。

享保年间以后接连不断地出版的5三国志演义6的摘要版,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登场人

物的容貌或者服装逐渐地演变成日本式的了。渡边由美子女士,还有上田望先生指出,各个版本插

图的演变虽有程度之差, 里面比如说,关羽或者孔明的面孔、服装,有的甚至变得和中国的毫无共同

之处,无论怎么看都是日本式的也是有的。其中最典型的是刚才举出的葛饰戴斗的5绘本通俗三国
志6的插图,里面的关羽和孔明已经与中国的完全两样,样子已经是变得奇形怪状的了。而且,葛饰

戴斗所运用的描绘技法, 也和以前一系列的/绘本三国志0的完全不同,据说是一种独特的技法。当

时日本已经进口了/周曰校本0、/刘龙田本0等带有插图的原本, 应该说日本的画家对中国人心目中

的关羽和孔明的形象已经了如指掌,他们这样画, 很可能是为了迎合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的口味,而

且渐渐地向日本式发展, 最后竟然变到无法窥见其本来面目的程度了。

回顾起来, 日本人很久以前在导入与日本不同的外国文化时, 总是绞尽脑汁地进行改造,以便

让它适合自己的风土。换句话来说,就是日本人为了使外国的东西符合自己的感性,让跨国文化通

过一种过滤装置改变形态,谋求与自己生活方式的和谐、融恰。这一点在进口5三国志演义6上也不

例外。在出版带图的摘要版的时侯,看来也进行了同样的加工。对这个背景,如上田先生指出的那

样,研究当时流行的歌舞伎呀、净 璃呀,等等日本独自的文艺表演对带图本创作的影响尤为重要。

上田先生对5绘本通俗三国志6的创作背景作了如下论述:

  直至桂宗信画插图之时, 大部分的画家都认真地把5通俗三国志6视为中国的小说,以

从中国运来的明清小说和绘画为样本,费尽心思地创作描绘中国风味的造型。但是到了

江户后期, 小说5三国志演义6传到日本已经流过了两百年的岁月,鉴赏的形式也多层化起

来,有军谈、净 璃、歌舞伎、讲谈、浮世绘或者改编的作品等等, 广大民众对三国故事已经

完全熟悉了,所以画家们改变了对小说和插图的意识, 就产生了日本式的戴斗那样的插图

了吧。 (前示上田望论文第 26页)

上田先生这样论述之后, 还指出,附载在摘要版的许多插图,其本身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可以把

它说成是日本人长年累月创造的5三国志演义6模仿滑稽作品吧。这个看法,在思索日本人接受鉴

赏跨文化的方式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启示。

(二)净 璃

由于 1689年5三国志演义6被全部翻译成日文, 其后又进一步地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带图的摘要

本,所以在 18世纪初,获得了不仅是知识分子阶层甚至于老百姓阶层的众多的读者,据说在元禄到享

保年间,迎来一个/三国志热潮0。在这样的热潮中,三国故事被采纳到一个又一个的丰富多彩的表演

艺术之中。它不仅是通过文字或插图来欣赏的小说之类,它的影响迟早会遍及舞台艺术的领域。

/歌舞伎0是江户时代盛行的伴有舞蹈的日本独自的戏剧。它的题材是历史事实或者传说,还

可以采用当时的种种社会现象为题材。根据记载,我们得知在这个歌舞伎中,有以/三国志0为剧目

的曾经实际上演的一场戏。那是宝永 6年,也就是公元 1709年的事情, 在大阪的岚三十郎座首次

演出,仲达和诸葛孔明好像登场了。很遗憾, 具体是怎样的故事情节就不清楚了。从登场人物的组

成来分析: 刘备归天后,被委任蜀国掌舵人的孔明领悟到自己的死期, 就以仲达为对手耍了一场一

世一代的大花招,,,没准儿演出的就是那段/死诸葛吓走活仲达0的短剧吧。

江户时代流行的戏剧中, 除了歌舞伎以外,还有/净 璃0。这个/净 璃0, 是一个叫/净 璃太

夫0的说评书的,在弦乐器三味线的伴奏下,详细说评舞台上的演员的动作和心情的一种曲艺,是江

户时代初期在老百姓中广泛流行起来的。到了元禄时代, 它发展为人形净 璃, 涌现了竹本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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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近松门左卫门等各种流派, 直至江户后期一直博得老百姓的极大好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元禄年间已经向净 璃的世界提供了翻译成日文的/三国故事0, 可以说是必然的吧。不仅在政治

中心的江户,听说在文化中心的大阪,也多次上演了三国故事的净 璃。这个情况,鸟居 µ ¿子女

士在最近的研究、题为/中国素材的日本戏剧化 ) ) ) 5三国志演义6与净 璃0( 5东京女子大学比较
文化研究所纪要6第 59卷、1998年)的论文中作了详细的考察, 让我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其概要。

鸟居女士说,一进入元禄时代,在江户的土佐净 璃以及大阪的近松净 璃中,有意识地利用5三

国志演义6的脚色初次登场,享保年间以后,净 璃世界开始再三采用三国故事。鸟居女士在论文中,

作为土佐净 璃的例子,举出了/通俗倾城三国志0、/续三国志0和/末广昌源氏0;近松净 璃的例子

有/国性爷后日之战0以及/信州川中岛之战0。鸟居女士最后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这两派净 璃的创

新风格虽有不同,但它们都是强烈地意识着5三国志演义6的登场人物和脚色,把舞台或情节换成日本

风味的曲目。而且当时的观众,也是在充分地领会那是5三国志演义6的模仿作品来欣赏的。

(三)洒落本

到了 18世纪后半叶,三国故事在江户老百姓中可以说已经是家喻户晓, 依据原本情节改编成

日本风味的故事接二连三地不断涌现。经过明和年间( 1764 ) 1772)到天明年间( 1781 ) 1789)的岁

月,以江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叫/洒落本0的小说, 我觉得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潮流。这个/洒落0跟
汉语的/洒落0意思不同, 日语发音为/ syare0。这个洒落即/ syare0是指一种语言游戏, 小说中陆续出

现的一个接一个的富于幽默、潇洒轻松的对话,把读者诱入脱离现实的幻境。可以说它是以此为目

的的一种游戏文学吧。

人们最熟悉的三国故事的/洒落本0是千代丘草庵主人编写的5赞极史6。据说是宽政 7年以后

的作品,具体的编写年月不太清楚。/赞极史0和/三国志0的日语发音相同。5赞极史6的作者是充

分意识着5三国志演义6, 有意地改变了书名的文字。也就是说, 从书名开始, 已经贯穿了这种/游

戏0的精神。关于这本5赞极史6,德田武先生和中川谕先生已经作了研究,同样在这里也作一下简

单的介绍。

先让我们看一下5赞极史6的内容。让我一边借用中川先生的论文5江户时代后期3三国志演

义4的鉴赏:以洒落本3赞极史4为中心6(5集刊东洋学671、1994年)中的梗概,一边简单地介绍。

  蜀国的玄德把一切事情都托付给孔明, 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德玄0,把孔明的故居/卧
龙冈0改名为/卧乐冈0并在此生活。这时候吴国的孙权来了,和玄德在谈品茶、点心的同

时还谈到日本的时尚流行。很巧,魏国的曹操也来访问, 三人又闲聊起当时的热门话题,

互相打趣逗乐儿之后,商量好到烟花柳巷去玩。

这是全部的内容。从以上的梗概可以知道,这个5赞极史6没有能称为情节的情节,是非常单纯

的一场游戏文学。但是让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开展的对话,你就可以发觉,在没有什么意思的语言

背后, 展开着合乎5通俗三国志6细节的巧妙的对话。德田先生在 e ^ K书房出版的5李卓吾先生批

评三国志6( 1984年)的解说中指出,刘备、孙权、曹操三人的大多数会话是立足于5三国志演义6之
上而成立, 并且把这样的部分一个一个对照揭示出来。还有中川先生在5集刊东洋学6上登载的题

为/江户时代后期5三国志演义6的鉴赏0的论文中指出, 即使没有固有名词出现的场面, 利用5三国

志演义6知识的地方也是随处可见。即5赞极史6才是充分地显示了/洒落本0独特的/游戏0精神的

作品之一。那么,里面究竟贯注了如何的意图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德田先生解说中的

以下内容,击中了所有的要点。

  5赞极史6把5演义6正派的雅谈转义为江户街巷粗俗的闲扯来取乐, 这就是模仿滑稽

作品的目的。要想理解模仿滑稽作品的意思,就必须要知道其引用部分是5演义6的哪一
回的怎样的故事。否则就无法品尝模仿滑稽作品的妙趣,作者通过编著这种性质的作品,

来夸耀自己熟知到5演义6的细节。而且要求读者阅读时具备与自己同等的知识。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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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演义6的细节, 用江户话来表达,那就是记着5演义6的穴位, 作者说穿了作品中的5演义6
之穴,所以要求读者也知道穴位在何处。就这样, 5赞极史6一方面估准了江户的热门话

题,同时另一方面又道破了5演义6的穴位,它就是这样的作品。

在/三国故事0的世界广泛地被人们所认识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洒落本0 ) ) ) 5赞极史6, 是5三
国志演义6世界以至它的细节都深深地渗透在人们心中的确凿的证据,也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显

示了鉴赏深度的资料,而且可以说,它还是传达 18世纪末江户民间文化情况的贵重资料。

六、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与5三国志演义6 (代为结语)

以上对江户时代初期传到日本的5三国志演义6经由什么样的经过被日本人接受、鉴赏;在鉴赏

的过程中,5三国志演义6在日本国内怎样地发生了演变;在演变中又怎样地反映了生活在江户时代

的老百姓的感觉。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一边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边看了一下大致的轮廓。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和吸收别的文化的情况相同,接受、鉴赏5三国志演义6也是一旦出
版了翻译版,它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吸收到日本本来的民间艺术中,登场人物的容貌、服装,甚至

他的性格都渐渐地改变了原来具有的形态。对演变成/日本式0的这个过程,我们得到了确认。

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也许是由于这个关系,在导入不同性质的文化的时候,日本人直接受

它影响的情况倒是很少的,一般都是花费一定的时间仔细地考虑、斟酌, 然后选择符合自己风土的

内容,才在精神上产生接受的余地。当然5三国志演义6也不例外,我们并不否认有些人是马上接受

了翻译版的,但是欣赏被改编成日本风味的、带有插图摘要版的人总归是大多数。不仅如此,由于

受到江户时代盛行的歌舞伎的影响,甚至享受脱胎换骨、似是而非的5三国志演义6世界的人都有。
追溯接受、鉴赏5三国志演义6的过程,我觉得它和搞清日本人吸收不同性质文化时的模式相联系,

所以今后大有研究的必要。

另外,对江户的民间文化,近年来, 在日本,通过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使我们清楚地

看到,锁国政策的闭塞性反而产生了形成独自文化的效果, 同时还了解到当时老百姓的文化程度之

高。关于鉴赏5三国志演义6, 也同样应该考虑有这样的江户民间文化的强烈影响。这方面的研究,

以前是以日本文学研究者为主进行的, 但是我认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应该发挥能理解汉语原文的优

势,今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也积极地进行研究。

( [日]四方美智子  译)

Japanese and Th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Inoue Taizan

(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 Kwansai University , Osaka, Japan)

Abstract: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famous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 was transported to Japan

through Nagasaki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he novel became one of the favorite readings of Japanese when its

Japanese translation by Konan Bunzan with another title / A Vernacular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0 was

published in 1692 and widespread around Japan since then. In the late Edo period, it began to provide mater-i

als not only for a lot of illustrated books, but also for the various traditional arts of Japan, such as / ningyo

Joruri0 and / Syarebon,0 etc.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had been adapted to lo-

cal tastes and lost its original form. What can be found in the changes of the novel is the cultural core request-

ed by the common people in Edo Janan.

Key words: A Vernacular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Edo Era; Konan Bunza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 ningyo Joruri; Syarebon a joke book; Sannooksi [责任编辑  张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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