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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三国文化在日本的流传与嬗变

樊 　 宁

摘　 要：三国历史和故事在日本大化改革时期传入日本，多为史料的翻译，江户时期加入了更多文学内容，形成了

具有日本特点的三国文化，随后三国文化又增加了更具多样化的影视文学与文化产业等内容。 经日本文化融合的

三国文化虽已脱离其原始形态，不断嬗变，但在文化思想及美学层面却依旧与中国的三国文化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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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三国文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文学意义方

面的探讨，以沈伯俊与段江丽的讨论介绍最为详

尽①。 此外，在史学研究方面，则大多关注三国历史

的评介或依据文学典籍对文献记录与真实历史事件

间的比较研究②，三国文化的概念也在讨论之中逐

渐成为涵盖文学、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重要问

题。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方向来看，对三国文化在

国内发展变化的研究较为丰富，对其在海外传播方

面关注不多，本文拟对三国文化的内涵、三国文化在

日本的传播与嬗变展开探讨，以期对三国文化在日

本的演变规律及思想特征有所总结。

一、三国文化的内涵及演变

三国文化的内涵较为复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沈伯俊先生将三国文化内涵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

层面为“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狭义的‘三国

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

的精神文化”③，关注的是三国时期的历史。 第二个

层面称为“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扩展

义的‘三国文化’观）”④，关注的是三国时期的精神

与物质文化总和。 第三个层面为“大文化的‘三国

文化’观（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⑤，关注的是

以三国历史及三国故事为源头所衍生出的各类综合

文化现象。 综合而言，三国文化的概念应是关注以

《三国志》为史实源头，以《三国演义》为文学载体，
在两者基础上所衍生出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包
括史学、文学、戏曲、风俗信仰等。

三国文化最早以西晋至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

为载体，至隋、唐、宋、元时期以诗词、戏曲为载体，元
末明初以后，三国文化与民间风俗信仰结合，内容更

为丰富，现代以来，伴随着电媒技术的发展，三国文

化又以影视、电子等为载体，形成更为广泛的传播。
三国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为西晋至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三国历史和故事多

以史学著作为主，可称之为三国文化的形成期。 自

西晋开始，三国历史便不断被记录在各类史书中，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国志》，陈寿在《三国志》中较

为详细地记录了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此外，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也对东汉

至西晋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记录，“起汉光武，终于晋

愍帝。 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帝虽受汉禅

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焉”⑥。
南朝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也记载了有关三国

历史的部分事件，《后汉书》中选取的三国历史事件

虽较为有限，但却对皇甫嵩、董卓等人物做了详细记

录。 这三部著作，成为三国文化发展的基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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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时期为隋、唐、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的

三国文化主要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可称之为三国文

化的发展期。 隋唐时期的三国文化主要以诗歌形式

表现，如李白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

少府叔封昆季》中对三国群雄争霸历史描绘道：“汉
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 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

英。”⑦杜牧在《赤壁》中对三国历史叙述道：“东风

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⑧刘禹锡在《蜀先

生庙》中对三国历史评价道：“天地英雄气，千秋尚

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⑨此时期三国文

化不仅丰富了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历史叙事题材，还
增强了文人诗歌中对自我经历悲凉情怀的表达效

果。 诗人对三国历史事件的关注，也丰富了三国历

史的文学表达形式，扩大了三国故事的传播范围，对
三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宋元时期三国文化的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多以

话本、词赋、戏曲等形式呈现，跳出了三国故事的历

史叙事方式，向市民文化方面发展。 如《三国志平

话》讲述了“汉高祖负其功臣，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

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

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三国并收，独霸天下”
等故事情节。⑩ 《三国志平话》在史实的基础上，以
生动化的口语形式促进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传播，
丰富了三国文化的文学传播形式。 在词赋方面，苏
轼在创作中更是多次借用三国典故，如《念奴娇·
赤壁怀古》 中的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

壁”。 《前赤壁赋》中的“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
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戏曲艺术方面，宋代出现了以三国故事为背景的戏

曲类作品，如高承在其《事物纪原》中记载：“宋朝仁

宗，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
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宋末元初还出现了根

据三国历史进行创作的杂剧类戏曲作品，如关汉卿

在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对关云长的刻画：
“关云长千里独行觅二友，匹马单刀镇九州，人似巴

山越岭彪，马跨翻江混海兽。”三国历史和故事传

播形式的多样化，丰富了三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扩
大了三国文化的传播范围，被更多的民众所接受，为
三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个时期为元末明初至今。 这一时期的三国

文化以《三国演义》为基础，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

品。 首先是对《三国演义》展开续写的小说及戏曲

类作品，如酉阳野史的小说《续三国演义》，徐渭的

戏曲《狂鼓史渔阳三弄》等。 其次，三国故事也促进

了明清书评类文学作品的发展。 其中较为有名的应

属明代万历年间李卓吾的点评版及明清康熙年间毛

宗岗父子的点评版。 李卓吾点评版注重从社会政治

方面对三国历史展开述评，沈伯俊先生指出：“其批

评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道德的评价，而较少致力

于文学的批评。”毛版点评本则注重从文学方面对

三国历史事件进行述评，尤其关注对三国人物形象

的评论，如“黄盖苦肉之计，苟非黄盖之所自愿，此
岂周瑜之所能使哉”，“作者于此，不是写周瑜之智，
正是写黄盖之忠；亦只是写黄盖之忠，不是写黄盖之

智”。再次，明清以来，三国历史中的人物在民众生

活中影响巨大，如关公，明清时期，民间逐渐兴起对

关公的祭祀。 李贽在《关王告文》中记载：“盖至于

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关公之像，畏公

之灵。”《帝京岁时纪胜》中也记载：“十里河关帝

庙在广渠门外，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开庙三日，梨
园献戏，岁以为常。”最后，自现代以来，伴随电媒

技术的发展，三国文化逐渐与影视文学结合，如
１９９４ 年的电视剧《三国演义》，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根

据三国故事改编的电影版《赤壁》等作品。 这一时

期的三国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可以说是三国

文化的成熟期。
三国文化主要以戏曲、故事、词赋、影视为载体

传播，逐渐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三国文化传入日本

后，结合了日本文化的内容，产生了新的特点。

二、三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嬗变

三国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在日本经多次吸收与

改造后最终形成了日本的三国文化，按照三国文化

在日本的传播和嬗变特点区分，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１．大化改革至江户前期

这一时期三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多以翻译为

主。 公元 ６４５ 年，日本大化改革运动开始，由于日本

天皇对隋唐政治制度、语言及文化思想极其推崇，多
次派遣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前往中国学习。
《日本书纪》中记载：“留于唐之学者，皆学以有成，
应唤。 且大唐国者，法式备之珍国也，常须达。”遣

唐使跟随儒学大师学习，又购买大量中国典籍，用商

船载运回日本，据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

儒士授经。”“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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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有三国历史的书籍也在其中，如《晋书》就记载

“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诸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督

诸君讨权”之类的历史内容。 《三国志》大约在 ８
世纪至 １２ 世纪期间传入日本，《日本国见在书目

录》介绍道：“《三国志》六十五卷、晋太子中庶子陈

寿撰，宋中大夫裴松之注。”

三国历史的传入，对日本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
１４ 世纪左右，日本文学中军事物语类作品便出现了

借三国故事展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应属《太平记》。 《太平记》主要讲述了日本镰仓

幕府末年至室町幕府初近五十年间的历史。 有关

《太平记》的出版时间还存在争议，日本学者铃木登

美惠在《太平记成立年代历考察》中认为“《太平记》
是应 安 至 永 和 年 间， 即 １３６８ 年—１３７９ 年 间 成

书”，日本学者重野安择则认为《太平记》可能在

１３７４ 年左右成书，根据《洞院公定日次记》记载：“近
日风行天下《太平记》作者也。”可推测《太平记》
大致成书于 １３７１ 至 １３７４ 年间。 在日本《太平记》中
已清晰可见对三国典籍的引用，如“吴魏争天下，赤
壁之战”等。 此外还有对三国人物的引用，如“天
下之人惧卧龙之威，感其德皆来朝贡”，“今俗谚

曰：‘死诸葛走生仲达’”等。 可以说，日本大化改

革时期，与三国历史相关的典籍如《三国志》等在日

本的流传，不仅丰富了日本军事类物语小说的创作

题材，还为后期三国文化在日本的发展与传播奠定

了基础。
２．江户时期

江户时代《三国演义》传入日本，日本文学开始

借鉴三国故事展开创作，这一时期可以认为是日本

三国文化的发展期。
１７ 世纪开始，日本文学进入近世文学时代

（１６０３—１８６８ 年）。 １６００ 年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实
行中央集权，《三国演义》大致也在此时传入日本。
有关《三国演义》的传入时间仍存在争议，日本学者

田尚子在其《三国志享受史论考》中认为《三国演

义》的传入时间应在江户前期的安土桃山时代，即
１５６８ 年至 １６００ 年。 中村幸彦则认为《三国演义》的
传入应在江户初期。 但依据现存记录来看，１６０４ 年

《林罗山先生集》的书尾附录阅读书单中，已对《三
国演义》有所记载，如“《罗山先生诗集》在其末尾附

录的读书目录有 ４４０ 部，其中便包含了《史记》、《汉
书》、《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吴越春秋》、《通

俗演义三国志》”等。 《三国演义》传入日本后，日
本文人开始对 《三国演义》 进行翻译和出版。 如

１６２２ 年江藤树翻译了部分《三国演义》内容，并刊登

在《为人钞》上，１６９１ 年自称湖南文山的学者将

《三国演义》较为完整地翻译出来，并命名为《通俗

三国志》。 此外，据《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

室纪要》中记载：“１７１１ 年至 １７１６ 年间，文人阶层兴

起了学习唐朝语言的热潮，《三国演义》以语言教材

的形式成为学习书籍之一。”并“促成了一批‘唐事

通’对三国故事的译介行为”。此时作为语言教材

之一的《三国演义》不仅促进了三国文化在日本文

人阶层的传播，还促进了其在日本僧院人士之间的

传播。 三国文化经日本文人的翻译与日本僧院人士

的转述传播后逐渐影响了日本市民阶层。 这表明，
日本的三国文化首先是由日本文人接受并开始传播

的，而《三国演义》的传入也推动了日本民间文学的

世俗化进程。
三国文化在日本市民阶层的流传，对日本民间

绘本文学影响较大。 江户时代的绘本文学多以绘图

为主，并配以简短文字。 这一时期以三国故事为基

础创作的绘本数量繁多，如 １７６０ 年鸟居清满创作的

《画解三国志》，１８０３ 年睦酒亭老人创作的《绘本

三鼎倭孔明》以及葛饰戴斗在 １８３６ 年至 １８４１ 年

所作的《绘本通俗三国志》等。 上田望指出：“江
户时代后期，日本民众对三国中的故事已较为熟悉，
画家们改变了原有小说插图的形态，因此在日本出

现了日式戴斗版的插图创作。”葛饰戴斗是日本著

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徒弟，在葛饰戴斗的绘本

中不仅有意增强了原版三国人物面部神态的夸张化

表达形式，还将原版三国人物中的中国服饰改造成

了带有日本民间花纹特征的服饰造型。 此时期日本

作家在保留三国故事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对三国故

事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改造，将原版三国人物的形

态改造为更符合日本审美的人物造型。
江户时代后期，《三国演义》逐渐脱离原有文本

形态，以日本舞台戏曲歌舞伎与净琉璃等形式展现。
井上泰山指出，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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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享保年后，净琉璃中便逐

渐开始引用三国故事展开创作。”平田澄子指出：
“在以歌舞戏曲形式创作的《三国志》中，仲达及孔

明的妻子也开始活跃在舞台之中。”如在《诸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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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鼎军谈》第二幕中便专设两位三国女性，司马仲

达之妻金丝莲与诸葛亮之妻玉芙蓉登台表演。 在第

三幕中，日本作家还将原版《三国演义》中第二十七

回中的人物形象胡班更名为胡班玲，并在原版情节

基础上将胡华与妻女会见关羽的故事情节改编成了

胡华之子胡班之妻园式与女儿兰奢会见关羽的舞台

情节，以此凸显日本戏曲艺术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与刻画。 此外在歌舞伎戏曲的创作中，也开始对三

国故事中的忠义人物有所关注，尤其是对关羽形象

的描绘。 如 １７３５ 年的歌舞伎《瑞树太平记》、１７４２
的《东山殿旭扇》，１８３２ 年创作的《歌舞伎十八番》
的第六个剧目“关羽”中，便借三国人物关羽形象在

日本的转世隐喻了“日本武将景清”的除恶扬善

行为。
此外，三国文化还被日本作家引入了读本类小

说之中。 江户时期的读本是一种在文字基础上配以

插图的文学类型。 江户时代后期，最有名的读本应

属龙泽马琴在 １８１４ 年至 １８４２ 年间出版的《南总里

见八犬》。 在作品中，龙泽马琴便借鉴《三国演义》
中的战争场景展开了改写。 如将三国故事中长坂坡

事件改写成长阪桥之战，《三国演义》中描写道：“却
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
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 “立马于桥上，又恐

是诸葛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南总里见八犬》
中则改写为：“各队士兵，总计四万多大军，来到长

阪川附近。”“有个身穿铠甲的武士骑在马上，面向

这边端然不动。”“那现八单人独骑在那里想引诱我

之大军，必然是计。”此外，龙泽马琴在创作中还借

三国人物的忠义形象隐喻了日本武士的忠义思想，
如“然而政德不能施于全国，却是得到如八犬士这

样贤良心腹之臣的吉兆”，“但其仁义忠信无人能

及。 同时又有诸葛亮、庞统、法正、费祎、蒋琬、马良、
姜维等贤良忠义之臣辅佐”等。

此时期日本小说及戏曲的创作在保留《三国演

义》部分情节的基础上，以情节改写或人物形象借

用等方式对原版《三国演义》中的内容进行了文化

融合，为后期日本三国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文学基础。
３．明治维新时期

三国文化在日本传播的第三个关键期是明治维

新时期，即日本文学的近代时期（１８６８—１９２５ 年）。
此时期日本作家多借三国历史喻日本的时代变革。
自 １８６８ 年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三国故事再次成为日

本作家关注的内容。 诗歌方面，土井晚翠于 １８９６ 年

以三国故事为背景创作了叙事长诗《星落秋风五丈

原》，诗中借三国的时代背景及诸葛亮的生平事迹

隐喻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变革，
如“当年三顾遥堪念，知遇深情今复现，君恩笃厚终

无变”。 在小说方面，内藤湖南在 １８９７ 年出版的

《诸葛武侯》一书中，不仅借三国故事讽喻日本明治

维新时期的政治变革，还借三国人物中的贤才形象

传达了内藤湖南对日本贤才的渴求之情。 如“三
国，千古罕觏之奇局也；武侯，千古间出之奇才也”，
“又，其数顾而始得与语，亦非武侯迥异于当时士子

热衷功名达乎”。自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日本作家

借三国文化展开创作时已不再是对三国故事题材的

改写，而是转向对三国时代背景及三国美学等内容

的关注。
４．现代文学时期

三国文化在日本嬗变的第四个时期，即日本现

代文学时期（约 １９２６ 年至今）。 这一时期日本传统

文学中的故事题材及形式已不能满足日本民众的需

求，因此日本作家开始将三国文化与日本大众文学

结合，并最终促成了日本三国文化的成熟。 在小说

创作方面，以吉川英治为首的日本作家群开始将三

国文化与报纸媒介结合，以连载的形式展开创作。
如吉川英治在 １９２７ 年创作的《江户三国志》，以及

其在 １９３９ 年至 １９４３ 年间刊载在《中外商业新报》上
的《三国志》等作品。 在《三国志》中，吉川英治在保

留部分三国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对三国人物曹操等的

传统形象进行了改造。 吉川英治剔除了原版《三国

演义》中对曹操奸雄气质的刻画，将曹操这一人物

形象改造成了胸怀大略的雅士形象，如“曹操头脑

机智，胸怀广阔”，“曹操虽身临险境，却依旧具有凛

然之气从而显现出了他的坚韧”。在漫画创作方

面，１９７４ 年横山光辉开始将三国文化与视觉文本结

合，创作了漫画版《三国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左

右，伴随电媒技术及影视文学的发展，日本作家再次

将三国文化与影像技术结合进行创作。 １９８２ 年川

本喜八郎以影视动画的形式制作了 ２６ 集的日本人

形剧《三国志》。 在人形剧中，川本喜八郎不仅借

用了《三国演义》中的部分故事情节，还将京剧三国

戏中的铠甲、冠帽、官靴、女士发髻等元素引入日本

人形剧场景之中，丰富了日本三国文化人形剧影视

文学的内容。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４ 年间，信浓企画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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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三国志》改编成了 ４７ 集动画版《横山光辉三国

志》。 在网络游戏方面，１９８５ 年日本游戏开发商

ＫＯＥＩ 集团借三国文化中的故事背景及人物形象发

布了首款网游版《三国志 Ｉ》，至 ２０２０ 年网游版

《三国志》已成功发布到第十四代。 ＫＯＥＩ 集团在

《三国志》游戏的设置环节中依据三国时代背景及

故事场景等对游戏中的战争背景、池城分布及人物

形象进行了设计。
三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业及企业管理层面也产

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伴随三国文化在日本的传

播，日本旅游业也开始借三国文化中的人物形象及

故事情节发展日本特色旅游项目。 在日本秋田地区

每年八月三日至六日举行的竿灯祭中，便将《三国

演义》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中的点灯情节与

秋田旅游产业结合，用“来自中国《三国志》 《水浒

传》等的武将征战图”对竿灯形象进行设计。 此

外日本企业管理行业也将三国文化中展现君臣谋略

的内容引入了日本企业管理领域，相继出版了多部

书籍，如村上政彦 ２００８ 年出版的《向〈三国〉学习领

导作风》、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向〈三国〉学习胜利方

法》，宇山卓荣 ２０１７ 年出版的《看〈三国〉领导艺

术》等。 这说明，三国文化经日本现代文学的改

造，已嬗变成符合日本审美特征的三国文化形态及

内涵。

三、日本三国文化嬗变的特点

纵观三国文化在日本四个时期的创作与发展，
可以看出日本在继承中国三国文化的基础上，将中

国三国文化中的思想内涵与日本民族传统美学及文

学形式不断结合，最终促成了日本三国文化的发展。
第一，日本三国文化在继承中国三国文化中儒

家思想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结

合，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三国文化观。 １４ 世纪日本军

事物语小说《太平记》中便多次借用三国故事情节

及三国人物诸葛亮等形象描绘日本武士的忠、义思

想。 《太平记》以日本南北朝时代为背景，描写了日

本 １３１８ 年至 １３６８ 年长达 ５０ 年的战乱历史。 田中

尚子指出：“《太平记》如《三国志》 一样尤其重视

‘智’和‘君臣关系’。”而忠、义便是君臣关系中的

两个层面。 忠意味臣子忠于人民、忠于天子；义则代

表君子之义为民为国。 日本武士道精神兴起于 ９ 世

纪，在各时期的发展中又略有不同。 在日本中世时

期，即 １４ 世纪左右，武士道精神主要注重武士的忠

君思想，即武士阶层对君王的绝对服从。 诸葛亮作

为三国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忠、义行为备受关

注。 日本作家创作的《太平记》中便出现了借三国

人物诸葛亮比喻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场景，即借诸葛

亮的忠君思想比喻日本楠木正成的武士道精神。 据

《太平记》卷二十记载：“故此吾首悬暴狱门，天下存

志者失力，武家无所惧。 即云‘死孔明走生仲达’之
事。”楠木正成去世后，《太平记》中也再次将后人

对诸葛亮的评价改写成了对日本武士楠木正成的评

价：“死于正道，有功于朝廷，从古至今无人能比正

成。”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幕府政府颁布了“以儒

治国”的思想策略，武士阶层更加注重对中国儒家

思想的吸取与借鉴。 江户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

借三国人物比喻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作品，如在日本

歌舞伎中，便出现了借三国人物关羽隐喻日本武士

忠、义、勇思想的戏曲。 在 １８３２ 年的《歌舞伎十八

番》第六个剧目“关羽”中，日本武将景清便自喻为

“我乃关羽，字云长，今日在日本显灵，要抓奸邪谄

媚之辈”。 可见日本作家在借鉴吸取中国三国文

化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结合，最
终形成了更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

第二，日本三国文化在继承中国三国文化兵家

谋略思想的基础上，将三国文化的兵家谋略思想与

日本军事物语小说及企业管理策略不断结合，形成

了日本独特的三国文化思想。 三国故事中的兵家谋

略思想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多样化战争叙

事场景的描绘，第二对兵家军事谋略思想的展现。
自 １６９２ 年湖南文山版《通俗三国志》出版后，日本

国内的诸多读本都开始借鉴三国故事的战争场景展

开创作。 如龙泽马琴在 １８１４ 年至 １８４２ 年出版的读

本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中，便对《三国演义》赤壁之

战中的水战场景进行了借用。 据《三国演义》中记

载：“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待至日高雾散，
孔明令收船急回。 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排满箭

枝。”《南总里见八犬》中记载：“矢弹犹如雨点儿

和冰雹一般。”“次日清晨从草人身上取下二三万枝

箭；又把草人拆开从里边取出枪弹二三斗。”内藤

湖南在 １８９７ 年出版的《诸葛武侯》上卷第四章中也

对三国故事中赤壁之战的场景展开了描绘：“且说

孙刘二军，与曹军遇于赤壁。 时曹军已有疾疫，初一

交战，曹军失利，引次江北，孙刘之军，在南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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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创作的作品中也不乏对三国故事中具军事

谋略思想人物的借用。 自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在日

本军事类小说中出现了一批借三国人物中谋臣形象

开展创作的作家。 内藤湖南在其《诸葛武侯》中便

借诸葛亮形象隐喻了自己对贤臣的渴望，如“让贤

荐能，在位者之常戒。 吐哺握发，以待天下之士”。
土井晚翠在长诗《星落秋风五丈原》中也借三国人

物诸葛亮的事迹隐喻了自己对日本谋臣贤士的渴求

之情，如“妙算世间无复比，兼仁兼智矛锋利。 擒纵

南夷几度惊，对君崇敬唤‘神明’”，“敌军防据有谁

来？ 彼亦中原一奇才。 将略兵韬深复密，对君莫展

一筹开”。现代以来，日本又将三国文化的兵家谋

略思想引入日本企业管理中，相继出版了多部管理

类著作，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如村上政彦的《向〈三国〉学习胜利方法》，宇山卓

荣的《看〈三国〉领导艺术》等。
第三，日本三国文化在借鉴中国三国美学思想

的基础上将其与日本物哀情怀结合，最终形成了日

本独特的哀感类小说作品。 自日本近代文学开始，
日本作家便开始借三国美学思想抒发自我物哀情

怀，由此促成了一批“哀感文学”作品的出现。 日

本的物哀情怀大致可分三个层面，“对人的感动、对
自然的感动以及对世相的感动”。 第一个层面关

注对自然之物哀，第二个层面关注对人之物哀，第三

个层面则关注世相之物哀。 物哀作为日本民族传统

美学观念，多指由客观事物所引发的人的主观感触，
包括哀伤、吝惜等各类情感。 日本作家吉川英治在

《三国志》中便借三国故事场景中的乱世背景抒发

了自己对自然之物哀，“后汉建宁元年。 距今一千

七百八十多年前”，有“一人抱膝独坐草丛中。 悠悠

流水———微风拂鬓。 八月秋凉。 黄河畔边断崖之

上”。在日本近代文学时期，日本作家更关注借三

国人物美学抒发自我对人物层的物哀之情。 土井晚

翠在叙事长诗《星落秋风五丈原》中写道：“亦觉此

中秋色寒。 银甲坚披自整然，却将侍卫面容观，透满

忧愁无际端。 可怜丞相病危笃！”土井晚翠在诗歌

作品中便借三国人物诸葛亮的事迹抒发了自我对贤

才的物哀之情。 三国故事的乱世背景也时常给人一

种世事难料之悲情，因此日本作家在创作时也常借

三国时代背景抒发自我对世相层的物哀之情。 内藤

湖南在《诸葛武侯》中写道：“吐哺握发，以天下士待

之，亦何难之有。”“且观今日之所谓元勋诸老者，其

间亦不乏庸劣之辈。”“世运之转移，其治平之日，大
抵以每三五十年为一期。”日本作家在吸收三国美

学思想的基础上将三国美学与日本物哀情怀不断结

合，最终创作出了更具日本民族特色及时代特征的

哀感类文学作品。

四、结语

三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虽历经多个时代，却依

旧经久不衰。 自大化改革开始，日本天皇便派遣遣

隋使及遣唐使等引入中国典籍。 江户时代，德川幕

府为加强中央集权也引入中国史学及文学典籍，推
崇中国儒家思想。 而此时期《三国演义》在日本的

传入，也丰富了日本民间文学的创作题材，促进了三

国文化与日本民间艺术形式的结合。 明治维新后，
日本作家将三国文化中的美学思想与日本物哀情怀

结合，创作出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物哀文学。 自

日本现代文学时期开始，伴随大众文学的出现，日本

作家再次将三国文化与影视文学、文化产业及企业

管理等结合起来，促成了日本独特的三国文化的发

展。 中国三国文化在传入日本的一千多年间，在不

断地流传与嬗变之中，丰富了日本文学的创作题材，
影响了日本文学的美学思想，并促成了日本三国文

化在各领域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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