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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动漫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改编 

———以日本漫画版《封神演义》为中心

黄　蓉，吴　慧

（湖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２）

［摘　要］日本动漫中大量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学的元素，它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改编，集传承与颠覆于一体。日本漫画版
《封神演义》虽大尺度颠覆了中国古代同名原著小说，在情节布局、人物形象塑造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某种程度上

又很好地传承了原著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游戏精神等内在神韵。日本动漫业运用的“戏仿”艺术手法，是对中国古典文化

资源的一次“经典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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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漫是高度依赖文化资源的视觉艺术，它的价
值不仅仅是动画技巧的开拓，更是对人类历史、现

代生活的重新诠释与传承。众所周知，日本动漫具

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既重视从自身传统风俗习

惯里寻找题材，又擅于从亚洲邻国乃至欧洲各国文

化经典中汲取养料。在众多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化

题材的日本动漫作品中，漫画大师藤崎龙的经典漫

画《封神演义》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走进这

部改编自中国明代同名神魔小说，被誉为“日本漫

画业巅峰之作”的作品，人们看到的是用手机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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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天尊联系的年轻帅哥姜尚变身为头顶美丽光圈

的纯洁天使———普贤真人，而原著中端庄的女娲娘

娘则变成了奇怪的外星人形象……。天马行空的

想象、无厘头的打趣以及对原著世界观的大胆颠覆

和解构堪称惊世骇俗，使得整部漫画作品充满强烈

的后现代解构主义风格，可以说，这部漫画为原小

说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另类的角度赋予了原著蓬勃

的生命力。

下面，笔者将通过分析藤崎龙的漫画《封神演

义》解构中国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方式与

途径，来探讨日本动漫业对中国古典文化题材的消

费与再生产的问题。

一

在笔者看来，藤崎龙的漫画版《封神演义》对中

国同名古典小说原著的改编主要体现在情节布局、

人物形象塑造及思想内涵等三个方面。

（一）情节布局方面

《封神演义》原书共１００回，约６０万字左右，最
初刊印于明代万历年间，是中国古代一部十分奇特

的长篇小说。从整体剧情来看，是以中国历史上一

个重要的事件“武王伐纣”为主导线索。《封神演

义》的情节、人物很多源于民间，包括民间世人的累

积创造。如辅佐周武王的姜太公、莲花化身的哪吒

三太子，神通广大的杨戬等等……，都是中国民间

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原著小说《封神

演义》的作者以宋元讲史话《武王伐纣平话》为基

础，博采民间传说，并加上自己的虚构，演绎成了这

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小说展现了关于殷周

“氏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和“武王伐纣”这一中国重

大历史事件，在批判纣王的暴虐中，也掺杂了一些

荒诞不经的神魔情节，并且突出地增补了关于神魔

斗法的描写。客观地说，这部作品尽管为人们展示

了一个奇幻无比的神魔世界，但是小说《封神演义》

在中国古典名著中并不出彩，鲁迅先生曾评论它的

艺术成就“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

雄肆”［１］，在文学史上只能跻身于二流小说之列。

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在江户时代

（１６０３—１８６８年）传入日本。日本无穷会藏周之标
序的明刊《封神演义》，全书分十卷，每卷十回，内容

与今本比较，除了回目文字稍有不同之外，其他则

完全相同［２］。１９７７年，日本有了全译本的《封神演
义》。１９９６年，著名漫画家藤崎龙在这基础上创作
了漫画《封神演义》２０４回，并于１９９９年拍成ＴＶ动
画，结果大获成功。

尽管日版漫画《封神演义》的情节发展与原著

大体保持一致（同样以三千年前的中国殷朝末为背

景展开故事，以封神计划为线索，描绘了太公望姜

尚帮助周朝灭商，在人间与仙界之间建立一个神

界，使人间恢复平静和安宁的行动）。然而，藤崎龙

对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整体思路上加快叙

事节奏、增加故事悬念，使之更适合当下读者的阅

读习惯和审美心理。

首先，他调整了整个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原

著中，早在邓九公出征之前，闻仲就于绝龙岭归天，

而漫画中把闻仲变成一个极厉害的高手，安排在金

螯岛内之战。这样使情节更紧凑，利于塑造闻仲悲

情英雄的形象，而在原著中总令人感觉这位殷太师

未能显出应有的分量。

其次，原著和漫画里，战争都占了很大的部分。

原著中仙道体系人物众多，要把如此庞大的阵势完

全用漫画来表现出来是十分困难的。藤崎龙根据

漫画审美艺术特点作了必要的删减、简化与改编。

战争发生的场所也有所改变。原著是两兵对垒的

沙场，而漫画里几乎全是科幻小说的实验室。闻仲

所带领的金鳌岛变成了一个大机器，进阵的打斗更

是现代化了，这就使得漫画的审美情境和原著迥然

不同。

（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一个漫画作品要成功，塑造个性鲜明、生动的

人物形象是关键。藤崎龙完全颠覆了原作的人物

造型和性格特点，在他笔下，漫画人物形象不但栩

栩如生，而且“后现代感”十足，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漫画版《封神演义》的人物不是千篇一律

的扁平形象，而是有七情六欲、个性鲜明又有数不

清性格弱点的形象。这里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

之分，每个人物的存在都有他的理由和精彩。例

如，原著中的姜子牙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有点小

聪明、有点无赖、但又极有领导才能的少年“太公

望”。从性格上说，太公望表面上是个什么事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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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不经心的，其实内心却是十分清楚，看起来技能

不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实则具有超强的领导才

能，反应敏捷。“ＪＵＭＰ史上最无赖的男主角”的
他，爱耍赖，滑头与肆意大笑，但是他又是最认得清

过去与未来、目的与责任的人。这样的改编使得太

公望真的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既有高尚的特

质，亦有人类常有懒惰和懦弱。

再比如“妲己”。妲己是中国古典名著里“红

颜祸水”式的经典女性形象。她美丽而残忍。小说

原著里，她只是受命于女娲的妖精，个性如何基本

上都被她的残酷行为所淹没掉了。而在漫画中，妲

己的造型十分摩登，个性也十分鲜明。妲己不仅没

有受命他者，更是个野心家。她一出场仿佛成为了

整个游戏的操纵者，她游戏的对象不是别的，是整

个生灵，她是女娲的唯一合作者，却也妄想代替女

娲的角色。此外，藤崎龙赋予了妲己更人性化的内

涵。从她与众姐妹的友谊，到最后即使消失，也以

最后的力量赐予王贵人的生命，都可以见出新版妲

己也是有情有义的女子，令人眼前一亮。

第二，漫画的人物造型极具视觉冲击力，强烈

的现代感彻底颠覆了原著，使其带有鲜明的日本少

年热血漫画典型特征。“太公望”是典型日本少年

漫画里的高中生形象，文弱却双目有神，表情夸张

时，头像则变成驴的形状，一洗人们熟知的原著里

七旬老人姜太公仙风道骨的形象；再比如漫画版少

年英雄黄天化，一身现代战士的造型，出场的时候

嘴里总是叼着一根烟；赵公明以一身贵族的打扮出

场，与他追求华丽的梦想相符。

第三，藤崎龙在刻划人物形象时设计了许多精

彩有趣的细节，使得漫画中的人物形象显得血肉丰

满、真实可信，更符合情节发展及人物性格自身的

逻辑。土行孙强娶了邓蝉玉，明显是个拉拢的计

策，可是原著却冠之以“天定”之名，而在漫画里的

改编就显得合理了，把邓蝉玉设计成主动追求土行

孙，这样反过来的“美男计”就顺理成章了。

（三）文化内涵方面

《封神演义》这部神魔小说所蕴涵的中国古典

文化和思想虽然是多元化的，但从贯穿全作品的

“天命”、“神鬼灵应”、“报应”的宿命论观点来看，

决定整个小说氛围的当属“道教文化”。在原著小

说里，这种天命的观点与商亡周兴、两派的纷争的

情节紧密结合。虽然有时候会让情节的衔接过于

牵强，但总的来说，还是表达了对仁政的一种向往。

天命论还有个表现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凡是

顺应天意的、符合天数的人自然平安，如姜尚；而那

些在封神榜上有名的人，有的即使是忠良，却难逃

牺牲，如土行孙夫妇，黄飞虎父子。

与原著小说中浓郁的宿命论相反，漫画版《封

神演义》高扬人的价值与力量，人物形象面对悲惨

的宿命毫无消沉之态，都以昂扬的斗志与积极进取

的精神与命运抗争，奋力挣脱宿命的魔掌。如：杨

戬终于可以不在乎自己妖怪仙人的身份，坦然把自

己的过去告诉大家，最终成长为一位真正的勇士，

可见作者藤崎龙根本无意让漫画版《封神演义》来

传播中国道教文化，而是以夸张甚至戏谑的手法对

原著进行根本性的改编：只保留了原著大致的故事

框架与人物形象的某些元素，却大量融入了日本少

年热血漫画常见的奋斗主题，淋漓尽致展现了日本

民族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与行为模式。例如日本

是个非常讲求团队精神的国家，漫画版《封神演义》

中就连开始桀骜不逊的哪吒，到后来还是听命于

全局。

二

尽管日本动漫版的《封神演义》大尺度颠覆了

中国小说原著，但某种程度上它又很好地传承了中

国古典小说原著天马行空的丰富想象，及在轻松诙

谐中消解宗教的神圣与庄严的游戏精神这一内在

神韵。

“武王伐纣”在明代小说原著《封神演义》中实

际上不过是个故事框架，其中不仅那些仙道神魔的

争斗属于想象，许多情节、人物以及人物的思想行

为，也都以文学的方法想象创造出来的。宋元明清

距离殷商时代已有二、三千年，人们对于上古社会

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及人们的行为方式、风俗民

情、服装饮食等一切都已十分隔膜。无论是早先说

书人还是后来《封神演义》的编写者，都不过是根据

自己的知识、阅历和想象来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的理

解，认识和评价。《封神演义》真正让人大开眼界的

是作者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广博的道教知识，他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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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想把小说文本定位于正经八百议论历史短长

的话语格调上，而是为作品披上宗教的外衣，但却

蜕去贵族宗教的神圣与庄严，借民间宗教中的轻

松、通俗、平易、热闹，采用了一种更引人入胜，更

易于被下层民众乐于接受的游戏笔法来演绎。他

所虚构并生动描绘的各色神奇莫测的仙道神魔人

物和匪夷所思的法宝争奇斗艳，大大增加了作品的

趣味性和娱乐性，赋予了这部小说强烈的“魔幻性”

趣味，使读者明知其荒诞不经，却喜读乐读，爱不

释手［３］。

事实上，《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

等中国小说名著早在江户时期（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传
入日本，这些故事在日本传播的数百年间早已家喻

户晓，从文学到漫画，到木偶连续剧，到电脑游戏，

……各种形式的表现方式真可谓层出不穷。无怪

乎今天的日本动漫中大量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学的

元素，直接取材于中国神话传说或中国古典文学题

材的作品可谓不胜枚举：日本动漫中，除了本文着

重提及的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之外，中国古典

小说名著《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是被日本艺术家

反复改编频率最高的两部古典文学名著，它们中不

乏优秀之作。鸟山明的《龙珠》系列动画片里很多

人物形象、情节都和《西游记》相似，至今连载的日

本动画片《火影忍者》里主角“鸣人”最拿手的绝活

变身术、分身术很明显是从《西游记》孙行者的七十

二变中嫁接而来。

经过多年来几乎不间断的改编，当今的日本动

漫界对中国传统小说资源的消费越来越向“娱乐”

化、“恶俗”化发展，单纯以颠覆、戏谑原著为乐。比

如：峰仓和也的动画连续剧《最游记》把小说原著

《西游记》恶搞得面目全非：动画的背景变成了现

代，唐三藏的坐骑不再是白龙马，而是酷劲十足的

吉普车，师徒西行的目的不再是取经，居然变成了

“阻止牛魔王复活”。但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或许是

动画人物角色的设定，比如，唐三藏不再是满嘴阿

弥陀佛的文弱书生，而是一个叼着烟、手拿一把枪、

本领高强、脾气火爆的酷哥……［４］

由此可见，日本动漫对中国古典文化资源的消

费与再生产，是集传承与颠覆与一体的。如何看待

这种现象？笔者倾向于将之归结于民族差异和文

化传播中运用的“戏仿”艺术手法，是对中国古典文

化资源的一次“经典再生产”。

所谓“戏仿”（ｐａｒｏｄｙ）是“滑稽模仿”（ｂｕｒ
ｌｅｓｑｕｅ）的特殊类型，是指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
被其后的作家所利用，改写，戏仿，在作品内容与形

式、主题与表达之间构筑隔阂，使文本产生“熟悉的

陌生化”，达到戏谑、滑稽的审美效果。［５］“戏仿”作

为后现代创作的表现手法之一，被广泛运用到文

学、音乐、绘画和影视中。创作者可以用调侃、嘲

讽、游戏甚至致敬的心态模仿原作；而观众在仿文

的夸张和戏谑中，体验到自由、解脱的快感。

因此，对于那些被日本艺术家以他者立场大行

“戏仿”之道的作品，我们必须辩证地来看：一方面

应高度警惕其扭曲中国文化，从而可能影响我国青

少年对传统文化认知的负面因素；另一方面，又要

透过这些作品，很好地汲取日本动漫对他国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开发的成功经验，为当前

亟待大力开发本国历史文化资源的中国动漫界提

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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