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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文化]

异域与想象:
论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文化景观

吴 双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637000)

摘 要: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的跨文化传播,在日本文化语境中具有典型的意义。与亚

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金庸小说翻译和研究起步都比较晚,但取得的成就值得瞩目。1990年代以来,金庸

小说全集在日本成功译介,成为当代全球化思潮引领下极具研究价值的跨文化传播现象,从接受者角度探讨

日本文坛如何看待中国之“侠”,在对侠文化接受时经历了怎样的选择和过滤,阐释日本“金学研究”兴起的文

化背景和缘由,对当今中日两国文化交流都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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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至70年代,金庸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小说开创了中国新派

武侠小说新的一页,确立了他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更进一步蜚声海外,影响及于整个东南

亚,形成了长盛不衰的武侠盛况。70年代,东南亚多个国家先后出版了金庸小说的越南文、泰文、
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版本。然而,由于中国武侠小说是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小说类型,无论遣

词造句还是叙事结构、主题内涵等,东方古典式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在海外传播与译介过程中往

往缺乏对应的话语体系,从而形成文化误读与接受障碍。如若将眼光置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邻

日本,便不难发现金庸小说日文译本所形成的共鸣,要远胜于其他译本的命运走向。
相较于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金庸小说在日本的翻译与接受起步较晚。1990年,北九州大学

华裔学者叶言材发表了《武侠作家金庸》《关于武侠与武侠小说》两篇文章。1994年,根据大量的市

场调查信息以及对金庸小说在世界华人范围影响力的判断,德间书店毅然决定斥巨资一举买断金

庸武侠小说所有日文版权,开始大规模译介金庸全集,最终历时7年,在学界、媒体、出版界的共同

打造下,对金庸小说全集(长篇12部、中篇2部、短篇1部)进行了精译。90年代中期,终于在日本

文坛掀起了一股中华武侠热潮。

一、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接受基础

读者所建构的世界是文化接受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要素,金庸本人也尤其看重来自不同文化语

境下的读者接受心理,他在日文版《书剑恩仇录》首版出版之际特意撰写了《致日本的读者诸氏》,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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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日两国文化传统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近似之处:“日本社会中还残留着很多中国古来的传统文

化,故而以描写古代中国社会为主的我的小说,在日本尚未得到翻译,让我时常都感到非常遗憾。”
其实,金庸本人于1964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时就有这样的感受:“日本的社会里,还残留着很多中国

古来的传统文化,使我仿佛进入到了中国历史世界中”,“当亲身接触到剑道、围棋、书道、绘画、茶
道、礼仪作法、寺社、酒家等日本人的传统生活习惯,不用说自然就会感到十分亲切”[1]12。金庸先生

提到的这一点,对日本读者能否顺利接受金庸小说中的古代中国世界至关重要。相通的文化传统

与背景,能够帮助读者克服语言差异所造成的阅读障碍。所以,相对于金庸小说在西方世界译本所

遭受的冷落,金庸说:“虽然我的小说已经有英语版、法语版,然而实际上却很难引起西洋人的共鸣。
相反,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亚洲国家,却大受好评。或许这就是文化背景差异的原因

导致的。”[1]13因此,如果要了解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武侠小说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必先立足于

读者反应环节的具体调查和分析。
(一)金庸小说给日本读者带来了异域想象的满足

在日本,金庸小说的早期读者以大学教授及中国文化研究者为主。他们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关

注,主要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金庸本人在大众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与价值的认同。同时,金庸小说

中的人文关怀,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精英读者的阅读期待,使他们能够从金庸小说中领略和感受

广博的历史知识涵养与文学的修辞魅力。这部分读者大多具备较高的中文水平,可以直接阅读小

说原文。阅读群体的精英化,是进一步推动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传播的重要基础。
京都大学教授金文京指出:“长期以来日本学界仅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不属于严肃文

学的其他文学样式有轻视的态度,进而对大众通俗文学的典型类型之一———武侠小说,形成了长期

的漠视、隔阂的现象,不得不说是日本学界的一大盲点。作为20世纪以来,对华人世界影响深远的

文学类型,不管从文学性、历史性而言,金庸小说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能够满足读者对中国

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想象。”[2]对金庸小说中独特的历史观、民族观的体察与挖掘,成为满足想象与探

寻最为直接的途径。金庸小说既借历史写武侠,也借武侠喻当世。在众多武侠小说中,金庸武侠小

说是援引历史入武侠的典范。重大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贯穿于作品始末,读者在作品中并不仅仅

停留在浮光掠影的打打杀杀中,而能够通过作品背后彰显的厚重背景,沉淀出深厚浓重的“历史

感”。除了《侠客行》《笑傲江湖》《白马啸西风》《连城诀》之外,金庸小说都有清晰的历史背景,金庸

先生采取了虚实相生的文学笔法“藉历史写武侠”,他尤其擅长以历史为引子而逐渐带入正文。《书
剑恩仇录》述乾隆身世秘辛;《天龙八部》取北宋初年宋、辽对峙为背景;“射雕三部曲”从宋、金对峙

写到元蒙崛起,再到群雄并起,元朝衰落;《碧血剑》写明末乱世,清人入关,借一心向往上国风光的

张朝唐进行反讽,引出明末宦官横行、官匪不分的动荡背景;《鹿鼎记》叙康熙盛世,借顾炎武、黄宗

羲、王夫之三位大学者引出康熙初年文字狱事件,依据史实,将此案源头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在

金庸小说中,正史、稗史、轶闻交互掺杂,虽以“虚构”为主,而历史主脉至为明显。有史料,有批注,
字里行间有作者按语、注释,有时更是不惜长篇大段引经据典以加强小说叙事的历史现场感。《天
龙八部》正文之前先写了一段《释名》,在解说完“天龙八部”内涵之后,作者清楚地标示整个故事的

确实年代是在“北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金庸小说强烈的“历史感”恰好满足

了日本读者希望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心理需要,读者往往难以分辨究竟是“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

说”。正如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所述:“金庸的作品,不仅仅只是作为武侠小说而存在,还是非常

出色的历史小说。在他之前的武侠小说,很少有史实感可言,他的作品大部分以历史事实作为前

提,以虚实相生的手法展开结构。”[3]金庸笔下的历史几乎都是以转折动荡时期为主,金庸的民族主

义观不是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所展现出来的是厚重的历史感与浓烈的人文气息,金庸小说由此

成为当代日本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一扇新的认知窗口。在此之前,“日本人所了解的中国历史小

说,主要分为A、B两大类型。A型乃以权力的争夺为描写对象,作为商界的教科书被广泛阅读,以



《三国志》为代表。B型的主题或是无关于争权夺利,或是对权力阶层的反抗,以《水浒传》为代

表”[4],而金庸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利益与权力主题,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及丰富的层次,得到日本翻译

出版界的高度重视。日本当代著名时代小说作家田中芳树在评价金庸小说的当代文学价值时指

出:“金庸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地位,相当于吉川英治在日本近代文学而言。”[4]吉川英治(1892-
1962)素有“日本国民作家”的美誉,他笔下的传奇人物宫本武藏,以一名终身追寻“禅剑一如”的求

道者形象,打破了日本时代小说传统中冷酷无情的单一武士形象格局,在波澜壮阔的刀剑杀伐之

中,不仅让读者领略到了阅读的快感,也融合了知性与感性的力量,使人体验到不同时代的民情风

俗和历史面貌。田中芳树的这一评价,是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由于他使用了“中国

的吉川英治”这一美誉,使得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对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更加重视。
(二)日本本土剑豪小说奠定的阅读基础

在日本,喜欢阅读中国武侠小说的读者,多半也是“剑豪小说”和“时代小说”的爱好者。作为近

代以来在日本大众中极受欢迎的文学类型,剑豪小说与武侠小说一样,都侧重于武艺描写,并在历

时悠远的时空背景中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吸引现代读者的眼光,这成为日本读者接受金庸小说

的良好基础。在首版《书剑恩仇录》日译本上市之时,出版方在宣传广告中就将金庸小说形容为“虚
构与历史交织相错,中国的剑剧小说”[5]。到金庸小说翻译上市之后,大批日本读者被中国武侠小

说中光怪陆离的想象世界所吸引,甚至超出了对本土剑豪小说的审美体验。

20世纪20年代,随着文学大众化运动的推广,也随着传媒出版业的发展,日本文学开始走出

纯文学的小天地,深受江户时代庶民喜爱的戏曲、讲谈等通俗读物得到重新评价,小说家们也借鉴

西方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的技巧对小说创作进行现代性转换。剑豪小说在这种背景下登上历史舞

台,迅速成为日本大众文学的代表类型。剑豪小说多以江户时代为主体背景,描写大名、武士、浪
人、忍者等人物,充满浓郁的庶民趣味,体现了一种与奢靡华丽的平安文学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
与江户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应,剑豪小说中的日本剑客往往带有市民阶层的鲜活色彩,有小人物

的真性情,常常表现出悟透了人情世故之后的苍凉,因而能够引起人情世故中大众读者的认同。同

时,剑豪小说还根据现实读者的需求,不像历史小说那样对史实有严格的要求,但其戏剧性、故事性

又都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范围,很多作品出自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加工和再造,如吉川英治《宫本武

藏》、村上元三《佐々木小次郎》、五味康祐《柳生武艺帐》等都是如此。剑豪小说中还有一类作品专

门描写下级武士的日常生活以及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这些作品受到广泛欢迎,如藤泽周平的《隐
剑鬼爪》和《黄昏的清兵卫》等。

对于习惯了剑豪小说风格的日本读者来说,中国武侠小说既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也有内在的共

通性。日本读者最初接触中国武侠小说的时候,中国武侠小说中变幻莫测的“武林世界”既是难以

理解的,也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如此具有复杂规则的武林世界,一如没有现实感的、虚构的幻想

王国”[5],对他们形成了既陌生又熟悉的新鲜文学世界。一方面,要进入中国武侠小说世界,第一步

就是要接受武侠小说中神秘飘渺的武林世界,在这个独立的“武林江湖”社会系统中,各种现实社会

规定诸如法律、官府等都失去了其现实效用,驾驭这个世界的唯有作家天马行空的自由想象,尽管

在作品中也曾出现农民、商人、官吏、捕快等角色,但都不过是一些外在的点缀。另一方面,在超现

实的空间结构中,武侠小说虚构的世界往往带有自由、勇敢、浪漫、神秘的色彩,在满足读者好奇心

理和超越现实愿望的同时,也具有剑豪小说那样的人不能把握自己的漂泊的苍凉,因而很容易得到

日本读者的接受,并迅速受到广泛欢迎。
同时,就场景描写来说,中国武侠小说与日本剑豪小说中都有大量精彩的武打场面和武功人

物,非常容易引起彼此之间阅读体验的共鸣。日本的剑豪小说,从中里介山的《大菩萨岭》到吉川英

治的《宫本武藏》,以及着力描绘下等武士心酸经历的藤泽周平,善写庶民日常生活的山本周五郎,
以娱乐性见长的柴田炼三郎等,他们笔下都有不少精彩的武打场面。尤其是五味康祐,他的作品着



重描绘非凡剑客的高超武技,展现了小说主人公对剑术的执着追求。五味康祐还描绘了小说主人

公因着迷于武技而渐入魔境的状态,五味康祐也因此成为剑豪小说第一人。在五味康祐笔下,《丧
神--西风所见》《秘剑》《柳生武艺帐》等佳作不断,他所塑造的剑豪造型已截然有别于克己修行的

宫本武藏,开启了剑豪小说的新潮流。在日本早期的剑豪小说中,剑豪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孤傲的,
凭借莫须有的绝妙刀法独步天下。自五味康祐开始,组织与个人的问题意识开始纳入到小说表现

当中,出现了集体群像,单打独斗变成成群结伙的厮杀。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技描写,与日本剑豪

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像独孤求败那样的绝世高手已经到了天下没有对手因而“求败”的境地,再如风

清扬“独孤九剑”那样的绝世剑法也已经到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状态,他们攀上了武技山峰的绝顶,
却又是孤独而骄傲的,显现出了独立不群的非凡气质。金庸小说同时也描写了大量的帮会群体活

动,无数的帮会普通成员在江湖中厮杀拼搏,在金庸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处处可见帮会成员的群像

描写。从剑豪小说到金庸小说,二者在场景和人物上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具有相通的内在一

致,因而使得金庸小说的武侠场景能够引起日本读者的共鸣,得到日本读者的顺利接受。
日本文化中的猎奇心理以及对娱乐体验的追寻,也是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读者中得到顺利接

受的重要原因。在大众文化格局中,以感性愉悦和消遣娱乐为主要特征,而“金庸现象”正是娱乐文

化意义上的阅读神话。小说首先引起读者兴趣的,就是它的娱乐性,能够用以消遣、解闷,以开豁一

时之情怀。金庸小说充满娱乐之趣,可于茶余饭后消闲解闷,又具有高雅大气的风度,这也使得金

庸小说在日本获得了广泛接受。在商品化倾向占据主流的全球化语境中,作为大众文学的金庸小

说,目的与效果和一般武侠小说一样都指向娱乐,但在表层的娱乐功能之外,金庸小说又以深刻的

内在人文情怀,传递给读者理想主义的召唤和崇高的生命体验。如果说在精英文化占据主导的启

蒙文化语境中,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是理性反思和现实批判,那么,在大众文化占据主导的娱乐文

化语境中,大众读者的文学期待则是娱乐消遣与感官享受。大众读者期待视野的转换为金庸小说

的盛行提供了广阔的消费空间,金庸在呼应大众娱乐性心理期待的同时,又力图在作品中融入独特

的生命体验和充满人生智慧的理性思考,塑造能够反映社会、人生、人性的艺术形象,从而使得不同

文化背景的读者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到不同形象的艺术魅力与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中日文化交流的促进及固定武侠读者群体的形成

1996年至2004年,金庸小说全译本在日本陆续出版。紧凑、连续的出版进度,使日本读者的

审美期待得到了及时满足,产生了高度浓厚的阅读兴趣。《书剑恩仇录》4卷本,从1996年10月到

1997年1月,分月出版,每集出版时间仅间隔1个月。1997年出版的《侠客行》3卷本,也是间月出

版1册。根据小说的销量,再版次数不断增加,甚至还刊行了专为残障人士编写的盲文本。在此基

础之上,金庸小说的阅读群体得到稳步扩展。笔者根据日本东京国会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以初版时

间为序,整理出金庸小说在日本的翻译出版情况,具体情况如表1:
表1 金庸小说日文译本出版情况表

序号 书名 著译者 初版情况 收录及演绎情况

1
书剑恩仇录1(秘密

結社紅花会)
金庸著;冈崎由美译

德间书店1996年10
月

日本障害者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協会

1999年9月;德间文库2001年4月

2
书剑恩仇录2(乾隆

帝の秘密)
金庸著;冈崎由美译

德间书店1996年11
月

日本障害者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協会

1999年9月;德间文库2001年4月

3
书剑恩仇录3(砂漠
の花香妃)

金庸著;冈崎由美译
德间书店1996年12
月

日本障害者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協会

1999年9月;德间文库2001年5月

4
书剑恩仇录4(紫禁

城の対決)
金庸著;冈崎由美译

德间书店1997年1
月

日本障害者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協会

1999年9月;德间文库20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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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著译者 初版情况 收录及演绎情况

5 侠客行1(野良犬)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子译

德间书店1997年10
月

德间文库2001年11月

6
侠客行2(闇からの
使者)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子译

德间书店1997年11
月

德间文库2001年12月

7
侠客行3(侠客島の
秘密)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子译

德间书店1997年12
月

德间文库2002年1月

8
碧血剑1(復讐の金

蛇剣)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小岛早依译

德间书店1997年未

标月份
德间文库2001年7月

9
碧血剑2(ホンタイ
ジ暗殺)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小岛早依译

德间书店1997年未

标月份
德间文库2001年8月

10 碧血剑3(北京落城)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小岛早依译

德间书店1997年6
月

德间文库2001年9月

11
秘曲笑傲江湖1(殺
戮の序曲)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1998年4
月

德间文库2007年6月

12
秘曲笑傲江湖2(幻
の旋律)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1998年5
月

德间文库2007年7月

13
秘曲笑傲江湖3(魔
教の美姬)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1998年6
月

德间文库2007年8月

14
秘曲笑傲江湖4(天
魔复活す)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1998年7
月

德间文库2007年9月

15
秘曲笑傲江湖5(少
林寺袭击)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1998年8
月

德间文库2007年10月

16
秘曲笑傲江湖6(妖
人东方不败)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1998年9
月

德间文库2007年11月

17
秘曲笑傲江湖7(鴛
鴦の譜)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1998年10
月

德间文库2007年12月

18
射雕英雄传1(砂漠
の覇者ジンギスカ
ン)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金南海译

德间书店1999年7
月

德间文库2005年7月;漫画化,李志清

著,冈崎由美、土 屋 文 子 译,德 间 书 店

2009年

19
射雕英雄传2(江南

有情)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金南海译

德间书店1999年8
月

德间文库2005年7月;漫画化,李志清

著,冈崎由美、土 屋 文 子 译,德 间 书 店

2009年

20
射雕英雄传3(桃花

島の決闘)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金南海译

德间书店1999年9
月

德间文库2005年8月;漫画化,李志清

著,冈崎由美、土 屋 文 子 译,德 间 书 店

2009年

21
射雕英雄传4(雲南

大理の帝王)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金南海译

德间书店1999年10
月

德间文库2005年9月;漫画化,李志清

著,冈崎由美、土 屋 文 子 译,德 间 书 店

2009年

22
射雕英雄传5(サマ
ルカンドの攻防)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金南海译

德间书店1999年12
月

德间文库2005年10月;漫画化,李志清

著,冈崎由美、土 屋 文 子 译,德 间 书 店

2009年

23 雪山飞狐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林久之译

德间书店1999年2
月

德间文库2008年7月

24
连城诀1(菊花散る
窓)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阿部敦子译

德间书店2000年1
月

德间文库2007年4月

25
连城诀2(雪華舞う
谷)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阿部敦子译

德间书店2000年2
月

德间文库2007年4月

26
神雕剑侠1(忘れが
たみ)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松田京子译

德间书店2000年5
月

德间文库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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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名 著译者 初版情况 收录及演绎情况

27
神雕剑侠2(モンゴ
ルの野望)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松田京子译

德间书店2000年6
月

德间文库2006年7月

28
神雕剑侠3(襄陽城
の攻防)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松田京子译

德间书店2000年7
月

德间文库2006年8月

29
神雕剑侠4(永遠の
契り)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松田京子译

德间书店2000年8
月

德间文库2006年9月

30
神雕剑侠5(めぐり
逢い)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松田京子译

德间书店2000年9
月

德间文库2006年10月

31
倚天屠龙记1(呪わ
れた宝刀)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林 久 之、阿 部 敦

子译

德间书店2000年12
月

德间文库2008年1月

32
倚天屠龙记2(黑刻

印)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林 久 之、阿 部 敦

子译

德间书店2001年1
月

德间文库2008年1月

33
倚天屠龙记3(盟主
の条件)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林 久 之、阿 部 敦

子译

德间书店2001年2
月

德间文库2008年2月

34
倚天屠龙记4(魔女
と魔剣)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林 久 之、阿 部 敦

子译

德间书店2001年3
月

德间文库2008年3月

35
倚天屠龙记5(選ば
れし者)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林 久 之、阿 部 敦

子译

德间书店2001年4
月

德间文库2008年4月

36
越 女 剑———杰 作 武

侠中篇集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林 久 之、阿 部 敦

子译

德间书店2001年6
月

德间文库2011年4月

37
飞狐外传1(風雨追

跡行)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阿部敦子译

德间书店2001年9
月

德间文库2008年7月

38
飞狐外传2(爱憎的

父娘)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阿部敦子译

德间书店2001年10
月

德间文库2008年9月

39
飞狐外传3(風に散
る花)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阿部敦子译

德间书店2001年11
月

德间文库2008年10月

40
天龙八部1(仙剣伝

説)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子译

德间书店2002年2
月

德间文库2010年1月

41
天龙八部2(王子受

難)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子译

德间书店2002年4
月

德间文库2010年2月

42
天龙八部3(運命の
激流)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子译

德间书店2002年5
月

德间文库2010年3月

43
天龙八部4(行路茫

々)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子译

德间书店2002年6
月

德间文库2010年4月

44
天龙八部5(草原の
王国)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子译

德间书店2002年7
月

德间文库2010年5月

45
天龙八部6(天山奇

遇)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字译

德间书店2002年8
月

德间文库2010年6月

46
天龙八部7(激闘少

林寺)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子译

德间书店2002年9
月

德间文库2010年7月

47
天龙八部8(雁門悲

歌)
金庸著;冈崎由美监

修;土屋文子译

德间书店2002年10
月

德间文库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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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鹿鼎记1(少年康熙

帝)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2003年8
月

德间文库2008年12月

49
鹿鼎记2(天地会の

風雲)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2003年9
月

德间文库2009年1月

50
鹿鼎记3(五台山の

邂逅)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2003年10
月

德间文库2009年2月

51
鹿鼎记4(二人の皇

太后)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2003年11
月

德间文库2009年3月

52 鹿鼎记5(经典争夺)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2003年12
月

德间文库2009年4月

53
鹿鼎记6(クレムリ
ンの女帝)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2004年1
月

德间文库2009年5月

54 鹿鼎记7(故郷再び)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2004年2
月

德间文库2009年6月

55
鹿鼎记8(栄光の彼

方)
金庸 著;冈 崎 由 美、

小岛瑞纪译

德间书店2004年3
月

德间文库2009年7月

  系列小说在异文化情境的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翻译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如何呼应异

文化读者的审美期待,使其接受兴趣不断加深,间隔时间一定不能过于漫长。金庸武侠小说在西方

世界的传播过程中遭遇挫折,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出版时间相距太长。比如1997年《鹿
鼎记》译出第1册,而第2册的出版却一直到了2002年。这种零星出版的现象让读者易于遗忘,很
难形成完整的阅读印象。从表1可以看出,这种状况在日译本出版时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随着

译本出版的顺畅开展,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与魅力,在传播业界和精英学者的共同阐发、推广下,逐
渐深入人心,在日本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稳定阅读群体。每年10月,全国各地武侠小说爱好者

云集东京举行“武侠迷大帮会”活动。他们以自己喜爱的金庸小说人物名字互相称呼,交换阅读心

得以及最新的武侠漫画出版信息、电视剧、游戏信息等,展示自己制作的武侠动画片,武侠迷足迹遍

布南北东西,着迷程度非常之深。

2012年,笔者通过日本“金庸小说迷大会”向日本全国读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收到的有效答

卷中,读者年龄阶层主要集中在30至50岁之间,地域分布在东京都、千叶县、埼玉县、大阪府、山口

县、岩手县、兵库县、奈良县、爱知县、岐阜县、香川县、新泻县等,几乎遍布整个日本国境。读者职业

有食品销售员、外派社员、家庭主妇、设计师等。本次问卷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收集日本读者对

金庸武侠小说的阅读感受及看法。作为英雄的条件,笔者设置了10个选项:年龄、阶层、地位、容
貌、教养、武功、包容力、忍耐力、性格、伟业。根据日本读者的回答,最重要的三大选项是忍耐力、武
功高强、包容力并列获得12票,接下来是外貌端丽获得8票,性格豪爽得到7票,良好的教养得到5
票。反之,作为英雄最可以被忽略的选项是年龄、阶层分别获得12票,地位、伟业获得11票,教养

获得10票。为了更直接地体验由阅读经验所建构的奇幻武侠世界,日本读者先后5次赴中国组织

了大型“武侠主题旅游”活动,涉足的地理区域均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出现的重要场景或武侠电视剧

外景取景地,包括桃花岛之旅、天龙八部之旅、横店之旅、武当山武术发祥地之旅等线路。
金庸小说的文化价值得到认同,成为促进日本“金学”研究起步的关键因素。金庸小说在日本

译介以后,相关研究成果纷纷出炉,与金庸相关的研究书籍、论文在日本大量出版,甚至开始出现以

金庸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从武侠小说的基础知识、思想内核等方面为日本读者进行详细的导

入性讲解。1996年,在日文版金庸小说的同时,还出版了《武侠小説の巨人金庸の世界》(德间书

店),1998年又出版了《きわめつき武侠小説指南》(德间书店)。土屋文子在《武侠小说的世界观》
一文中,围绕“江湖”“绿林”“门派”“帮会”“魔教”“名门正派”“白道·黑道”“侠与民族意识”等关键



词,对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学世界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目的是让日本读者更加熟悉了解并亲近中

国武侠小说的思想内核。1998年,冈崎由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办的“金庸小

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主题论文《武侠与20世纪初叶的日本惊险小说》
(《武侠と20世紀初頭の日本驚険小説》);2000年,冈崎由美又在北京大学主办的“2000北京金庸

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大会论文《金庸作品与日本武侠小说》。2001年,日本神奈川大学

召开“探索金庸小说的魅力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学者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中心,分别从“金庸作品

的背景”“金庸作品的主题”“金庸作品的魅力”等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大会论文于2002
年9月由神奈川大学出版社结集发行,书名为《金庸的世界与中国》。2003年5月,论文集《历史与

文学的境界: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中心》出版,收录了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早稻田大学冈崎由美教

授等学者的论文。此外,加藤浩志在《世界文学》(《世界の文学》)2001年8月号上发表了论文《金
庸:香港武侠小说与电影》(《金庸:香港武侠小説と映画》)。

随着金庸在日本知名度的扩大,岩波书店1999年出版的《现代中国事典》一书特别增加了“金
庸”词条,执笔者为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盐见敦郎。除了金庸小说日文版翻译之外,金庸和池田大作

的对话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旭日の世纪を求めて》)可谓从另一个角度对金庸进行的阐释。
身为创价学会会长的池田大作本人就是一个金庸小说迷,1996年由他主持授予金庸“创价大学名

誉博士号”及“世界和平维持贡献奖”,该书收集了1995年至1997年池田与金庸的座谈会记录、书
信,围绕佛教理论、文史哲学、日中关系、香港的未来、武侠小说等一系列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从2002年1月开始,NHK电视台以《射雕英雄传》中国语版为教材,播放了为期三个月的“中
国语讲座”(讲师:冈崎由美),金庸接受了节目组的电视采访。随着讲座节目收视率的增加,“金庸

热”在日本进一步升温,日本国内不少大学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历史课程中,都加入了以金庸小说为

主题的讲义或阅读资料。

三、娱乐副产品的繁盛

金庸小说之所以广受欢迎,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由于金庸小说和大众读者、精英读者的接受

心理实现了双重沟通:一方面通过宣泄、代入、补偿等心理效应实现了表层娱乐功能;另一方面以内

在的人文关怀体现了深层精神内涵。正是基于以上特征,金庸小说在日本的接受不仅仅局限于平

面式、书面式的小说媒体,作为大众文学的缘由特色———消闲娱乐,亦承载于多媒体并朝多向度发

展,关联副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首先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是动画片。最早的日语版动画片是《神雕侠侣》,这是一部忠实于原

著的中篇动画,共分26话,每话约30分钟。动画片对打斗场面的处理较为忠实于原著,一招一式

都进行了仔细的描摹。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动画片加入了日本动画审美元素,淡化了中国美学特

征。该剧从2001年10月开始由富士BS卫星放送,2003年夏在中国香港地区无线电视台开始放

映。该动画片在中小学生中博得了很高的人气,flashcard版顺势在市场上大为畅销。紧接着,节目

组又制作完成了《神雕侠侣》第二系列(第27-54话)在多地同时播出。由此可见,“金庸现象”在日

本接受之后,产生了良好的市场效应。在日本“变形金刚系列”动画片中,将“机动武斗传Gガンダ
ム”(1994年,全49话)的形象设定为《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其身份为亚洲武术冠军,武打动作

均采用中国武侠小说模式。
随着金庸题材商业动画取得的成功,金庸题材漫画也展现了不俗魅力。金庸小说日文版聘请

香港漫画家李志清担任插绘工作,他采用中国水墨画技法绘制的中国历史人物充满古典意境与张

力,令日本读者赞叹不已。其后,漫画版《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等相继出版。随后,李氏将为金

庸日语版绘制的百余枚插绘结集出版,题为《李志清侠士图》,成为日本金庸迷的收藏品。
中国出品的武侠游戏在日本玩家中也不乏人气。从1996年智冠科技公司制作的“金庸群侠传



On-Line”开始,相继推出了《神雕侠侣》(智冠)、《天龙八部》(智冠)、《倚天屠龙记》(智冠)、《鹿鼎记》
(智冠)、《侠客英雄传》(精训)、《新神雕侠侣》(泉)及《笑傲江湖》(泉)等多款系列游戏。虽然多数没

有日文版,但从玩家的组成上看,名为“金庸群侠传On-Line日本帮会”“东瀛帮”的群组不在少数,
日本玩家也经常在网络上讨论游戏攻略等。2000年11月30日,索尼公司出品的电子游戏《射雕

英雄传》中国语版与日语版(语音为普通话,字幕为日语)同时发行。这是一款RPG游戏。为了使

日本玩家能够轻松地掌握游戏背景及情节,日本语版做了详细的专业术语解说。在使用方法上也

与一般的RPG游戏相似,可以从内功、外功、轻功中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门派,该游戏情节性很强,生
动愉悦地将玩家带入到金庸小说的动画世界。

将古典、复杂的外来文化转化为简明易懂的文化商品在市场流通,是日本人最为擅长之处。中

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国志》《水浒传》等均是通过各种流行文化在日本得到进一步深

入接受,金庸小说也不例外。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武侠文化被融入众多异国文化元素,使其更能

够符合当下青年人的审美心理和消费习惯。由此来看时下流行的金庸题材动画片和电子游戏中的

人物形象,常常可以发现日本文化气息,杨过被塑造成日本式美少年,小龙女与日本流行的“街头霸

王”等游戏中登场的女性角色一样并拥有类似格斗技巧,东方不败被画成变形金刚机器人的形象,
等等。金庸小说与流行文化融为一体,在日本经历了动画化、电子游戏化的深度接受过程,一部分

年轻读者首先接触了金庸小说的副产品,然后才对金庸小说世界产生了热烈的向往。

四、结 语

日本对金庸小说的译介虽然晚于东亚其他国家,但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过去日本学界的中

国研究主要着眼于主流精英文化层面,而此次对金庸小说的接受,从翻译到出版再到艺术化、通俗

化的过程,可谓打破了传统接受形态的单一模式,是媒体、学术精英、艺术人士共同合作的结果,这
在他国金庸接受现象中是屈指可数的。金庸小说在海外畅销所形成的文化景观,体现了不同“层
级”的文化魅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武侠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都有深

刻的联系,也与现代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有着深刻的联系”[6],在纸质媒体受到多元文化

浪潮挑战的今天,它也能够成为一种文化载体,担当沟通中外读者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对海外接

受者而言,虽然可以通过报刊和网络等途径获取有关他国的报道,但若要深入了解一个民族心灵深

处的内在意识以及共同特征,则离不开对“基层文化”的体察与研究,就此而言,通俗文学和艺术的

表现,将会更加深切和直接。正如徐复观在《中国文化层级性》中所说:“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层级性,
也很难接触到中国的文化。”[7]金庸武侠小说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与丰富的想象中,将中华民族的道

德价值、处世哲学乃至美学观点表达无遗,成为海外读者了解熟悉中国文化的又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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