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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爷合战》中对郑成功的戏剧化

苏 民 育
(国际关系学院 日法系 , 北京 100091)

　　摘要:日本近世时代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的著名净琉璃剧《国性爷合战》的主人

公和藤内 ,是根据当时流传到日本的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一些传说和消息进行创

造和虚构的 。近松将和藤内塑造成日本国民的英雄 ,赋予他豪爽奔放的性格 、勇猛非

凡的气势和浪漫传奇的色彩。和藤内的这种形象在给予观众亲近感的同时 ,还满足

了观众人性解放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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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近世时代的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

门一生创作了 100余篇净琉璃作品 ,其中时

代剧作品占了很大比重 ,达 80余篇。大部分

时代剧是以日本的史实和传说为题材创作

的 ,而堪称近松时代剧代表作的《国性爷合

战》①却是以中国的史实为题材的。

这篇剧作是 63 岁的近松的竭力之作。

自正德五年(1715年)11 月在竹本座上演以

后 ,在日本戏剧史上创造了历经三年长达 17

个月的空前的上演记录。本剧以中国明末清

初的历史为背景 ,以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为

素材 ,描述了明朝旧臣郑芝龙和日本妻子所

生之子和藤内抗清复明的故事:和藤内得知

明朝正被鞑靼国进攻濒临危机的消息后 ,立

即和父母渡海奔赴中国 ,在武将甘辉的协助

下 ,连连收复失地 ,并与侍奉明朝皇子的吴三

桂会合 ,一举歼灭了鞑靼势力 ,恢复了明朝。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难看出 ,作者把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完全戏剧化了 。本文将

通过对剧中主要人物和藤内形象的考察 ,来

分析作者是怎样把历史人物郑成功戏剧化

的 ,在日本当时的背景下有何意义 。

二

郑成功是我国明末清初时期抗清复明 、

解放台湾的民族英雄。据《清史稿》 、《明清史

料汇编》及石原道博的《国姓爷》等的记载 ,天

启四年(1624年),他作为明朝旧臣郑芝龙和

日本女性田川氏的长子生于日本平户 , 7岁

时返回中国。他一生虽然短暂 ,但身经百战 ,

屡建战功 ,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在福建的抗

清奋战 、进攻南京以及南京战败之后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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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郑成功自顺治三年(1646 年)决意抗

清复明起 ,直至康熙元年(1662年)坚持奋战

长达 17年之久 。他不为清朝的招降和其父

郑芝龙的劝说所动 ,始终抱着一个信念侍奉

残明皇帝 ,为匡复明朝鞠躬尽瘁 ,可谓对明朝

竭尽了忠诚 。郑成功 21 岁(顺治二年 , 1645

年)时 ,曾被其父带去谒见残明隆武帝 ,因容

貌动人而受到宠爱被赐予国姓 ,故常被称为

“国姓爷” 。顺治六年(1649年)被残明永历

帝封为“延平公” ,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因

战功显赫被封为“延平郡王” 。虽然为恢复中

原的南京之战失败了 ,但郑成功解放了台湾 ,

使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中国历史上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藤原家孝在《落栗物

语》中对郑成功有这样的描述:“此人生来品

行高贵 ,清正廉洁。不仅力大无比 ,而且才智

过人 ,无人能与之匹敌。天性刚直不阿 ,意志

坚定。攻城时 ,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也决不

退缩 。进攻时身先士卒 ,撤退时护兵压阵 ,故

而大多数士兵都非常敬畏他。”②

近松的《国性爷合战》中的主人公和藤内

正是以这样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为模特塑造

的。那么 ,在分析作者是如何对郑成功这个

人物戏剧化的之前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作者

所了解的有关郑成功的史实是怎样的。

在中国明末清初时期 ,日本实行闭关锁

国政策 ,海外航行被全面禁止 ,中国的船只也

只能在长崎停靠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的商

船以及残明前去长崎的请援船(包括乞师船

和乞资船)成了向日本传播中国情报的重要

途径 ,也成了日本收集中国情报的主要途径。

由中国船只带到日本的情报 ,通过设在长崎

的长崎奉行进行收集 、整理并以公文的形式

上奏江户幕府。这些公文被称作“唐船风说

书” 。现在被保存下来的唐船风说书《华夷变

态》的一种 35册本 ,是由当时侍奉幕府的儒

者林氏汇集而成的 ,被推定为其它各种版本

的原本。

那么 ,近松又是怎么获悉有关“国性爷合

战”的情报的呢 ?虽然经许多学者研究现在

尚无结论 ,但据诹访春雄和中村忠行等人的

分析 ,可以确定近松直接或间接地听说了与

唐船风说书———《华夷变态》相同内容的传

说。下面就来看看《华夷变态》中有关郑成功

的记载。

从《华夷变态》来看 ,有关郑成功的记载

并不多 ,关于他的史实并没有详细地传到日

本。郑成功为郑芝龙和日本女性之间所生之

子的史实 ,在正保三年(1646 年)的“郑芝龙

请援兵”中有所记载 ,但传说中是这样写的:

另据前文的记载 ,赐予国姓一事是在顺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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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646年)郑芝龙投降清朝 ,唐王隆武帝被

活捉以后。而事实上是顺治二年(1645年),

即郑芝龙降清唐王被活捉前 ,郑成功随父谒

见唐王时被赐予的 ,赐姓的也不是鲁王。从

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 ,虽然郑成功被赐予国

姓的事实传到了日本 ,但其中的具体人物 、时

间等与史实大相径庭 。

这个传说中简要地叙述了郑成功抗清

复明直至去世前的主要活动 ,虽然在细微之

处和史实有所差异 ,但记载了进攻南京城 、占

领台湾 、长崎通商等主要史实 。

通过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 ,有关郑成功

的主要史实虽然被简单地传到了日本 ,但是

关于史实的具体情况 ,如事件的时间 、具体过

程等几乎没有流传到日本 。即使有一些具体

情况的传说 ,有的也与史实相去甚远 ,甚至违

背了史实 。

根据《华夷变态》的记载———即近松所听

到的传说 ,可对作者通过传说了解的与《国性

爷合战》情节有关的郑成功做如下概述:郑成

功作为郑芝龙和日本女性之子生于日本平

户。因其父要接妻儿回福州 ,故随母由平户

来到中国福州 。为抗清复明 ,他在东南沿海

的浙江 、福建 、广东奋战 ,屡建战功 ,逐渐扩大

势力 。因其战功被鲁王赐予国姓。即将攻入

南京时战败退回福州。

三

那么 ,作者是怎样根据这么简单的情报

塑造和藤内这个人物的呢 ?

和藤内为逃到日本的大明旧臣郑芝龙和

日本女性所生之子 ,在平户渡过了 20余年 ,

已娶妻成家 ,夫妻二人以捕鱼为生 。他生来

智力超群 , 体力过人 。受其父教诲 , 熟读兵

书 ,深谙古来名将战例 ,通晓兵法。某日 ,他

从在大明战乱中逃至日本的 檀皇女那里得

到了大明危机的消息 ,应皇女的请求 ,他和父

母为恢复大明一起来到中国。在千里之竹和

藤内以其勇猛降服了猛虎和大明奸臣李蹈天

的大将安大人等随从。随后被大明五常军甘

辉尊称为“延平王国性爷郑成功” ,并得到其

协助 ,接连不断地攻克敌城 ,从鞑靼手中夺回

了大半个大明国 。最后和吴三桂 、甘辉一起

攻克南京城 ,歼灭了鞑靼势力 ,恢复了大明。

比较《华夷变态》中有关郑成功的传说与

《国性爷合战》中的和藤内 ,就能明显地看出

作者利用了传说中有关郑成功的重大史实塑

造了和藤内这个人物。郑成功为唐人郑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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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女性所生之子 、由平户渡海前来中国 、

被赐国姓 、为抗清复明奋战多年 、进攻南京城

等主要史实在剧中都有所体现 。但由于作者

没有了解到这些史实的具体情况 ,所以剧中

发生在和藤内身上的具体情节都属作者的虚

构。例如 ,郑成功七岁时受其父催促一人渡

海回到中国的史实 ,被虚构为二十多岁的和

藤内为恢复明朝和父母一起来到大明;被赐

国姓的史实 ,被虚构为 1645年左右在狮子城

被五常军甘辉尊称为“延平王国性爷郑成

功” 。再如 ,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活动是从顺治

四年(1647年)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剧

中被设定为 1645年以后的五年;顺治十五年

(1658年)进攻南京城的时间也被虚构为和

藤内到大明后的第五年 ,即 1651年。

从人物形象来看 ,首先 , “国性爷合战”中

的和藤内虽然性格过于单纯直率 ,但是是作

为一个勇猛非凡的豪爽人物来加以描写的。

由于《华夷变态》中没有关于郑成功性格等的

记载 ,所以这也完全属于近松的虚构。剧中

和藤内的骁勇充分表现在千里之竹的那段情

节中 。近松是这样描述的:

和藤内到中国后 ,为掩人耳目身背母亲

与父分道而行 ,在去往狮子城的途中 ,误入荒

无人烟的千里之竹。远处突然传来了杂乱的

锣鼓声和众人的呼喊声 ,接着身边狂风大作 ,

砂砾疾走 ,断竹乱舞 。和藤内心想:人们常说

虎啸风起 ,一定是有猛虎 ,那些嘈杂声定起自

捕虎之人;别说是老虎就是恶鬼 ,我也要撕它

个稀巴烂。他把母亲放在身后相护 ,压低身

子摆开了架式 ,那种气势谁见了都会畏缩后

退。果不出其所料 ,猛虎出现了 ,和藤内与其

展开了搏斗。他丝毫不把咆哮着扑向二人的

猛虎放在眼里 ,左右开攻 ,一会儿闪身躲开迎

面扑来的猛虎 ,一会儿趁其喘息跃上虎背 ,忽

上忽下 ,使足了全身力气与猛虎以死相拼。

他那狂怒的吼声似山崩地裂。降服了猛虎的

和藤内从紧接着赶来的官吏口中得知 ,这是

大明奸臣李蹈天为了讨好鞑靼王而组织的捕

虎。其中一个大将模样的官吏(安大人)大叫

大喊地想逼和藤内把虎交给他们。和藤内说

道:“好啊 ,既然你们这么想要这只虎 ,就把你

们的主子李蹈天叫来给我赔礼 。不然我饶不

了你们。”接着就与安大人一伙展开了搏斗 ,

和藤内一把抓住安大人的脑袋 ,将他揪起猛

转几圈一摔 ,象熟柿子摔到了岩石上 ,安大人

当即被摔得四分五裂断了气。

随后是和藤内与母亲给降服的士兵剃头

改名的情节。随着剃刀飞舞 ,士兵们的头发

都变成了各种日本式。再看士兵们的滑稽打

扮 ,日本发 、鞑靼须 、唐人装 ,真是让人忍俊不

禁。和藤内给士兵们起的名字更令人啼笑皆

非 ,有的从太郎排到十郎 ,有的按出生地名被

改为漳州忠左卫门 、柬埔寨右卫门 、吕宋兵

卫 、东京兵卫 、暹罗太郎 、占城次郎等等。这

些描写既充满了幽默色彩 ,也生动地表现了

和藤内豪爽开朗的性格。

其次 ,虽然和藤内是郑芝龙之子 ,理应为

中国人 ,但作者是把和藤内作为日本国民的

英雄加以塑造的。这从作品的语句表现中就

可以得到证实 。例如:

从上述的语句中可以明显看出 ,作者是

把和藤内作为日本人加以强调的。即使从前

面叙述的和藤内的形象来看 ,正如许多学者

所指出的 ,和藤内那单纯直率的性格 ,勇猛非

凡的气势正是模仿了净琉璃世界中的日本英

雄金平的形象而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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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考察和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近松在把郑成功这个历史人物戏剧化 、

塑造成作品中的主人公和藤内时 ,利用了传

说中有关郑成功的主要史实 ,即和藤内这个

人物的大体轮廓是源于传说的 。但由于主要

史实的具体情况 、详细情节以及有关郑成功

人物形象的事实几乎没有流传到日本 ,所以

可以认为剧中与和藤内有关的具体情节及对

和藤内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近松的虚构和

创造 。

四

如果说 , 《国性爷合战》中的具体情节是

按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当时净琉璃的戏剧构造

加以虚构的 ,那么近松为什么要将和藤内塑

造成这样一个日本国民的英雄呢? 他那豪爽

奔放的性格 、勇猛非凡的气势以及带有浪漫

和传奇色彩的超人形象在当时的日本有什么

意义呢?

首先 ,近松创作“国性爷合战”是为了挽

救竹本座的存亡危机 。作者为了吸引观众给

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改时代净琉璃从日

本的历史传说 、历史故事中取材的惯例 ,大胆

地利用了中国的史实。那么 ,如果只把中国

的史实原封不动地加以处理和戏剧化 ,用新

鲜罕见的风土人情和异国情调来渲染舞台 、

取悦观众 ,能否真正吸引观众使《国性爷合

战》大获成功呢 ?

《国性爷合战》当时上演的地方是大阪道

顿堀的竹本座 ,当然它的观众主要是大阪的

町人 ,更广泛地说是日本人 。可以想象以日

本人为观众的这部剧作 ,如果不仅题材取之

于中国 ,而且剧中的事件 、人物也完全脱离日

本 ,仅按异国之事处理的话 ,那么对观众来

说 , 《国性爷合战》的世界就成了一个与自己

无关的完全陌生的世界。虽然和藤内生于日

本 ,母亲是日本人 ,但仅凭这些要想使观众沉

浸在与自己的现实世界完全无关的剧情世界

中是不可能的 ,作品也就很难吸引观众。因

为剧作在日本上演 ,观众是日本人 ,所以要使

剧作获得成功 ,只有站在日本人的立场 ,使剧

中的情节和人物与日本密切相关。和藤内的

人物塑造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 ,可以说这是

作者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所创作的结果 。这

从前面所列举的语句中就能明显地看到作者

的用意所在 , “日本”两字的反复出现不正是

作者想使剧情与日本相联 、强调和藤内是日

本人的最好体现吗 。所以说这是一部“为了

让大阪的观众意识到是自国英雄的戏剧”
 11
。

关于这一点 ,虽然很多学者都把它作为强烈

的国家意识来解释 ,但可以说为了吸引观众 ,

使剧情与日本密切相关才是作者反复强调

“日本” 、把和藤内塑造成日本国民英雄的真

正原因。和藤内这个日本英雄不仅使观众有

了亲近感 ,他那种与英雄金平类似的性格及

行动也让观众不由得把他作为日本人看待。

其次从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 ,江户

时代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 ,在内牢固地确立

了封建制度 ,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等级

森严的封建制度不仅贯穿于士农工商各阶层

之间 ,而且贯穿于各阶层的主从关系以及社

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不仅如此 ,幕府还制定

出各种清规戒律对各阶层的衣食住行 、语言

等都加以严格的限制 。在这种封建秩序下 ,

不仅人们的自由和人性被完全抹杀了 ,而且

由于德川家光的锁国令断绝了人们与海外的

接触 ,整个社会被完全束缚在国内的封建秩

序的桎梏中。奈良本辰也氏在《日本近世的

思想和文化》中指出:“对所有的农民而言 ,只

允许他们对主人言听计从;对所有的商人而

言 ,只给予了他们在允许的范围内勉强生存

的自由。” 12可以想像在封建统治下苦苦挣扎

的人们 ,是多么希望摆脱束缚获得人性的自

由和解放 。

作者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他非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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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人们的愿望和要求 ,并在作品中以和藤内

的人物形象满足了观众。可以想像 ,和藤内

在千里之竹的痛快淋漓的打杀场面不仅使观

众感到了一时的痛快 ,也一定使观众在心理

上得到了愉快和满足 。尤其是和藤内那超人

的勇敢 、所向无敌的气势和豪爽奔放的个性 ,

使观众在日常生活中被束缚的人性在剧场中

得到了暂时的解放。可以说作者是根据人们

的愿望和要求 ,塑造了和藤内这样一个脱离

现实世界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色彩的

人物 。和藤内不仅从心理上满足了人们的愿

望和要求 ,而且使人们沉浸在人性解放的梦

想之中。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分析 ,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作者把郑成功这个历史人物戏剧化

时 ,虽然利用了传说中的主要史实 ,但作品中

的具体情节与和藤内的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

作者的虚构。作者所塑造的日本国民的英雄

和藤内 ,不仅缩短了观众和舞台的距离 ,使观

众产生了亲近感 ,而且他超人的形象还满足

了当时人们的人性解放的愿望和要求 ,因此

《国性爷合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责任编辑　隋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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