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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往往真实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
日本的艺术也不例外。
例如，从古至今延绵不断地融入至日本人心灵深处、成为日本四大古典戏剧（舞乐、能乐、木偶净琉
璃、歌舞伎）生成和发展底流的民俗艺能，讲究“一期一会”、在静寂中追求精神完美与超越的茶道
，献给神灵的幽玄深邃的能乐，诙谐滑稽的狂言，华美绚丽、既浪漫又写实的歌舞伎，抒发百姓苦与
乐的漫才和落语，以及享誉世界的浮世绘、漫画、动画、电影等等。
这些都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强烈鲜明的视觉形象，展现着东瀛日本的个性和魅力。
受日本艺术独特魅力的感召，此前在我国也出现过一些关于日本艺术类的优秀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知识见解和资料文献，同时还大大提升了我国研究日本艺
术的水平。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和出版物大多零敲碎打，不成体系，很难为我国读者勾勒出一个
全面系统的日本艺术图景。
不仅如此，其种类和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这方面的迫切需求。
我们有感于此，经数年酝酿和准备，决定编撰一套丛书来改变这种现状。
这一想法得到了各位专家同仁的大力支持。
中央戏剧学院日本戏剧理论专家、博士生导师麻国钧教授欣然同意为本丛书担任总顾问并撰写《日本
民俗艺能巡礼》一书。
此外，负责撰写各卷的专家学者的倾情奉献也为本丛书的高质量出版提供了可靠保证。
日本艺术形式多样，种类繁多。
这套丛书没有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一网打尽”，而是从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且长期以来在我国备受
人们关注和喜爱的日本传统与现代艺术领域，动员国内在这些领域最为活跃、最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担
纲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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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本书采用的狂言剧本包括大藏流与和泉流的各种不同版本。
翻译时主要参考周作人及申非等先学的翻译成果，并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
未在中国出版过的狂言剧目则由笔者本人翻译。
2.由于“能乐”的“能”是个单音字，容易产生阅读不便，所以本书涉及“能乐”的“能”的内容时
为了前后行文方便，写作“能戏”。
3.本书图片除了笔者亲自拍摄以外，狂言相关照片获得狂言大藏流山本家山本东次郎先生的许可，采
用山本家专用摄影师神田佳明先生所拍摄的照片。
在此特向东次郎先生和神田佳明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古代绘卷和狂言绘画资料选自政府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及博物馆的数据库。
4.本书中有小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加入书.中时作了修改。
5.鉴于这套丛书的特点，本书未能完备引文出处和研究索引。
希望最后罗列的参考文献有助于读者考察狂言艺术，而本书的写作也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在此谨
向先学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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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日本文化专业毕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成果：翻译《日本演剧史概说》（前言及上古时代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12月），参
与撰写《京剧大师程砚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2月）及《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文化艺术出
版社2006年5月），撰写论文《占典日本之象征——能乐》（《中国民族》2003年3月）、《浅议程派
艺术的内涵及其成因》（收录于《程砚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5月）、《日本阿
伊努民族文化保护研究——以为中心》（收录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8月）、《日本歌舞伎研究》（《四川戏剧》2007年第6期）
、《日本明治时代天览剧研究》（《戏曲研究》74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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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实际上，我们在现代狂言所保留的剧目中仍然能够依稀看到古代猿乐的影子。
例如狂言《忘了布施》讲的就是一个和尚为了得到布施，假装自己的袈裟丢在了施主家里的故事；狂
言《折扇》讲太郎冠者进城买折扇受骗上当，买了把旧雨伞；《佛师》讲的也是乡下人进城买佛像，
上当受骗的故事；《左卫门逛京城》讲的是左卫门进城游览观光，逛店铺和凑热闹，和人发生口角的
事情；《骨皮》里讽刺的是寺院住持，被小沙弥揭穿了暗中与妓女来往的丑事。
所以很明显，狂言继承了猿乐模仿逗乐的源流。
猿乐发展到下一个时代演变成能与狂言的综合体，无论从文学素质、表演形式、发展进程以及对戏剧
理论的贡献来看，猿乐中能戏部分远远优于狂言，并自上而下地引领着狂言的戏剧成长与表演风格；
但是如果追溯戏剧发生的根源，应该说狂言比能戏更接近于其母体猿乐的主流。
猿乐的模仿逗乐表演对戏剧的产生起了重要影响。
早期猿乐表演常有单人相扑、男女互扮异性上台调笑逗乐的内容。
逗乐模仿需要情节片段，这些节目最初靠单纯的外在形态来取悦观众，但随着情节片段向完整故事的
发展和模仿逗乐表演的积累，为歌舞杂耍性艺能逐渐走向戏剧化道路提供了可能。
狂言的产生猿乐普及到民间后，由职业或半职业的艺人充当演员。
这些被称为“猿乐师”的卖艺人属于贱民阶层，他们散落于街市及寺院，在村镇的集市、庙会等热闹
场所卖艺为生。
他们除了演出模仿逗笑的小戏，同时也表演歌舞、曲艺、魔术、杂耍等艺能。
猿乐在民间受到极大欢迎，不仅老百姓喜欢看，贵族子弟在风花雪月的酒宴上也喜欢来几段猿乐歌舞
，或是让随从小厮扮个故事寻寻开心。
日本各地甚至出现了定期举行表演的猿乐剧团。
平安时代宗教势力拥有强大实力，佛教寺庙和神社在祭祀或法会后往往邀请猿乐师表演余兴节目。
下级僧侣和稚儿也参与部分表演任务。
起初的目的是为了内部供奉或是招待贵人来访，久而久之，这些演出受到围观群众的欢迎，树立了口
碑，变成广受欢迎的公众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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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日本海沿岸终于吹来温暖的季风，远处绵延的山脉还隐约戴着积雪。
在这里，我第一次正月初一的清早顶风冒雪，赶着去上新渴大学人文学部锦仁教授关于《源氏物语》
的课程。
2008年至2009年的冬天里，我看到了人生至今为止最为壮观的雪景。
鹅毛大雪“飘”泼而下，黑色的乌鸦们哀号不已，我不停地想念北京家里的暖气。
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家人在身边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热能和支援，于是这本书在冰雪融化时逐渐露
出雏形。
我要感谢郭连友与薛豹先生策划这套日本文化艺术丛书，丛书系列中最先出版的麻国钧教授的《日本
民俗艺能巡礼》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借鉴。
外研社王晓静编辑非凡的工作效率帮助本书完成了美好的呈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及戏曲研究所的领导和师长们长期以来支持我的研究，如果没有单位领导和前辈们的
支持和鼓励，我很难有机会获得书本以外的实地调研和观剧经验。
我要感谢日本国立新潟大学人文学部邀请我于2008年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员。
锦仁教授和真水康树教授给予我无私的指导，特别是锦仁教授，他在准备给天皇进讲的繁忙时期，还
抽空督促我的学业。
人文学部的民俗学家池田哲夫教授对佐渡鹭流狂言的调研资料使我的佐渡之旅成为充实的能舞台考察
之旅，并有机会目睹了民间非职业人士所传承的鹭流狂言。
驻日期间，我在新潟市市民艺术文化会馆观赏了目前日本狂言界最具代表性的大藏流茂山家和山本家
、和泉流野村万作家和野村万家的表演，每有能乐演出和相关讲座，我都兴致勃勃。
通过会馆工作人员的沟通，我得以与这些狂言传承者进行访谈。
野村万作（人间国宝）、山本东次郎、野村万斋、茂山千五郎、茂山七五三、茂山千三郎、野村扇丞
等各位先生都热情地接受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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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狂言》是日本文化艺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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