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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蛇传》作为四大传说故事之一，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日

本也深受喜爱和认可。本文通过对《白蛇传》在日本的多模态化传播及译介过程的多维度梳理，厘清了

中日两国在《白蛇传》的译介、翻案创作、影视剧传播及学术研究领域的交流互鉴历程，考察了《白蛇

传》说在日本的受容特征及其文化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探索开辟中国民间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新路径，

而且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优秀民间文学的海外影响力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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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legendary stories,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is regarded as a “classic”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not only well-known in China but also popular and recognized in Japan.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history of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trans-
lation, adapta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dissemin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of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by cond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its multimodal dispersion and transla-
tion process in Japan. It also examines the rece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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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in Japan. This not only helps to explore new paths for the overseas dis-
semination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works, bu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over-
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ing the overseas influence of excellent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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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白蛇传》作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故事之一，从形成至今已发展成为小说、话本、宝卷、戏曲、歌

谣、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多种文艺形式，被赞誉为民间文学的“经典”。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

在日本也深受喜爱与认可。《白蛇传》代表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历程中具有重要的

传播价值。在推进中国优秀文化积极“走出去”的时代潮流下，既需要实现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路径的“百

花齐放”，也需要实时把握中国文化在海外的译介、传播、创作及影响力的现状。因此，系统梳理《白蛇

传》在日本的多模态化传播路径与译介历程，考查《白蛇传》在日本跨界传播的历时性特征及文化影响，

具有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有助于探索中国民间文学海外传播的新路径，提升中国优秀民间文学的海外

影响力。 

2. 《白蛇传》在日本的多模态化传播及译介之旅 

本文以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 CINII、日本科学助成金事业库 KAKEN、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的《白

蛇传》版本以及与《白蛇传》相关的科研课题及学术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中日主要报刊媒体，对

《白蛇传》在日本的传播及译介历程进行了梳理。《白蛇传》传入日本后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演绎形式，

主要可分为译本类型多元化、改写创作多样化、戏曲与歌舞剧演出大众化、学术研究多维化四个方面。 

2.1. 译本类型多元化 

中国的《白蛇传》故事经过多个历史阶段的发展与演变，直至明清时期才基本定型。根据中国文艺

评论家戴不凡先生的观点，明末出版的《警世通言》所收录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流传于世的最早

一篇完整的《白蛇传》[1]。因此本文主要以《警世通言》第 28 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主要考察对象，

对该版本在日本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详见表 1)。 
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警世通言》第 28 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全译本是 1948 年前后由日本明清

小说研究家辛岛骁翻译的，辛岛骁在《白夫人的妖恋》一书的前言中具体提到了这段由来。当时受东京

帝国大学同窗好友林房雄所托，辛岛骁翻译了第 28 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并成为此后林房雄创作《白

夫人的妖恋》的文本基础[2]，这也推翻了此前学界普遍认为《白蛇传》战后全译本始于 1958 年的事实。 
1958 年中国文学研究家松枝茂夫翻译了《三言二拍抄》，收录于《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 19 卷》，

由平凡社出版。此后，1963 年庆应大学文学部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佐藤一郎，翻译了《白蛇传》，收录于

奥野信太郎编著的《世界短篇文学全集》(中国文学/15 卷)，由集英社出版。1986 年，中村博保与雷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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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翻译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试译 1》，发表于《静冈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上。第二年，中村博

保与雷定平再次合作翻译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试译 2》，发表于同一期刊上。1989 年，中国文学研究

家金文京再次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进行了全译本的翻译，收录于《中国古典 23/中国小说选》，由角

川书店出版。 
 
Table 1. Overview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in Japan 
表 1. 《白蛇传》在日本的译介概貌 

序号 年代 译文 译者 出版社/期刊 

1 1948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全译本 辛岛骁 无 

2 1956 张恨水版《白蛇传》全译本 常石茂 河出书房 

3 1958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全译本 松枝茂夫 平凡社 

4 1963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全译本 佐藤一郎 集英社 

5 1986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试译 1》 中村博保/雷定平 静冈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 

6 1987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试译 2》 中村博保/雷定平 静冈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 

7 1989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全译本 金文京 角川书店 

2.2. 翻案创作多样化 

《白蛇传》在日本的全译本出现之前，《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明清小说故事已在江户时期有所传

播。1776 年，日本作家上田秋成据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第 28 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清代吴墨浪

子《西湖佳话》中的《雷锋怪迹》改写创作了《蛇性之淫》，并作为第 7 个故事收录于其中篇传奇小说

《雨月物语》之中[3]。自此，《白蛇传》开始进入日本民众的视野，并很快被改编为各类影视作品。经

过无数文艺工作者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日本出现了大量根据白蛇传故事翻案创造的小说、绘本、电影、

电视、演剧及动漫等作品(详见表 2)。 
 
Table 2. Overview of the re-creat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in Japan 
表 2. 《白蛇传》在日本改写创作的小说 

年代 作品名 作者/导演/表演者 形式 演出单位 

1948 《白夫人的妖术》 林房雄 剧本 无 

1956 《白夫人的妖恋》 丰田四郎 电影 东宝株式会社 

1958 《白蛇传》 薮下泰司 动漫电影 东映株式会社 

1983 《白蛇抄》 水上勉 小说 精英社 

2001 《白蛇传》 施昌秀/甲斐胜二 绘本 海鸟社 

2006 《白蛇传——White Lovers》 安倍夏美/福田花音 音乐剧 东京银座剧场 

2017 《幻想奇谭——白蛇传》 山下圣菜、伊勢大贵等人 舞台剧 东京纪伊国屋 

2019 《白蛇传》 薮下泰司 电影展 京都博物馆 

2020 《白蛇传》 薮下泰司 电影展 苏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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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作品方面，继 1776 年上田秋成根据白蛇传创作了《蛇性之淫》后，1983 年日本小说家水上勉

发表文艺小说《白蛇抄》，出版于日本精英社，该部小说当年即被东映公司改编为电影版《白蛇抄》。

2001 年，由中国画家施昌秀绘制，福冈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家甲斐胜二配文的中国京剧版《白蛇传》的绘

本在海鸟社获得出版。2005 年，由渡边先州编著，石原依门插画的《白蛇传》小说在日本偕成社出版，

该书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和形象生动的漫画为日本读者完美呈现了白娘子与卖药书生许仙之间的曲折爱情

故事，深受日本民众的喜欢，并于当年获选日本儿童读物指定图书。 
在影视作品方面，《白蛇传》最早被改编为影视剧搬上日本银幕是在 1921 年。曾长期活跃于好莱坞

的日本导演兼演员栗原喜三郎将上田秋成的《蛇性之淫》首次拍成电影，搬上了日本无声电影时代的舞

台，该部电影的编剧则由日本著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担任。1956 年，由丰田四郎任导演、八住利雄任编

剧，日本东宝株式会社与中国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共同制作完成的电影《白夫人的妖恋》上映，该片在上

映当年就斩获了第六届柏林电影节色彩特别奖，其脚本正是日本现代小说家林房雄 1948 年在《白娘子永

镇雷峰塔》基础上创作的小说《白夫人的妖术》翻案而来。尽管其故事情节和当时中国流行的《白蛇传》

版本在内容上稍有差异，但客观上无疑对《白蛇传》故事在日本的传播和国际知名度的扩大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1958 年东映公司推出了动画电影《白蛇传》。该片最初由日本漫画家冈部一彦担任剧本设计，由舞

台美术家桥本洁担任背景创作，1958 年 10 月 22 日，日本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长篇动画电影《白蛇传》

最终正式上映。这部由日本演员森繁久弥及歌手宮城真理子担任角色配音，时长 75 分钟的动画电影一经

公映便票房大卖，除在日本国内上映外，还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巴西、法国等多地区进行了公

映，累计票房收入达到 95000 美元，并斩获了柏林市民文化奖、墨西哥政府名誉奖等多项大奖，成为了

日本动画电影史上的经典巨作之一，并对日后的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2006 年，在东映动画成立 50 周年之际，动画《白蛇传》经改编后以音乐舞台剧的形式再次亮相银幕。

这部由日本原“早安少女组”中偶像安倍夏美和福田花音出演的音乐舞台剧以《白蛇传——White Lovers》
为题，充分运用了日本特色的舞台设计和亚洲美学的元素，将白蛇传说中的浪漫与曲折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日媒报道该舞台剧在东京银座剧场连续公演了 19 天。2017 年，一部由山下圣菜、伊勢大贵、椎名鲷造、

兼崎健太郎等日本演员扮演的《幻想奇谭——白蛇传》舞台剧在东京纪伊国屋公演。该舞台剧在白蛇传说

的脚本内容基础上，通过幻化的舞台布局和服装造型突显了白蛇故事的奇幻，并在水漫金山等剧目大量融

入中国武术元素，将日本二次元文化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结合得天衣无缝，令日本观众大饱眼福的同时，

也展现出《白蛇传》故事跨越时空的非凡感染力与生命力。 
2019 年京都文化博物馆展出了当年《白蛇传》在东映太秦映画村所收藏的珍贵电影资料，同年在第

72 届戛纳国际电影展中上映了本片的全新数位修复版本。2020 年 9 月，“2020 年致敬经典·国际修复电

影展”又在中国苏州、北京两地同时举行，并再次展映了动画《白蛇传》，大获好评。可以说，这部动画

电影在向世界传播《白蛇传》故事精华的同时，影片中大量有关皮影戏、剪纸艺术、胡琴、熊猫、狐狸等

中国元素的运用，无疑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积极影响。 

2.3. 戏曲及歌舞剧演出大众化 

在一系列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推动之下，《白蛇传》这一浪漫唯美且又跌宕曲折的爱情故事逐渐

深入日本民众的内心。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在积极推进中日优秀民间文艺的海外交流与传播。从 1979
年至今，中国文艺工作者们先后数次远赴日本访演，为日本民众倾情演绎以白蛇故事为题材的多种戏曲

艺术(详见表 3)，在充分弘扬中国京剧、昆曲、川剧等戏剧艺术的同时也极大推动了《白蛇传》故事在日

本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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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中国京剧院三团的 80 余名文艺工作者在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演出了《大闹天宫》

《水漫金山》《霸王别姬》《八仙过海》等京剧名作，其中《水漫金山》演出于 9 月 9 日东京国立剧场。

据日本戏剧研究专家野村乔先生说，《水漫金山》是当时众多剧目中观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剧目，他本人

甚至因该戏是田汉先生的作品就高兴得热泪欲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中国大使馆于同

年 10 月 1 日还特意在东京 NHK 剧场举办了《白蛇传》公演，众多日本戏剧爱好者当时都是怀着喜出望

外的心情观看了本次公演，因为这是继 1952 年以来第一次在日本恢复上演《白蛇传》的全剧，意义非凡，

机会难得。因此，日本《朝日新闻》曾对此次公演进行了专门宣传和报道。 
 
Table 3. Performances of “The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related operas in Japan 
表 3. 《白蛇传》相关戏曲艺术在日公演情况 

年代 作品 表演者 形式 演出地 

1979 京剧《白蛇传》公演 中国京剧院三团 京剧 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 

1986 京剧《白蛇传》公演 中国京剧团三团 京剧 东京、横滨、佐贺、鹿儿岛、京都 

1987 川剧《白蛇传》公演 四川省川剧院 川剧 东京、大阪、福冈、京都、名古屋、横滨 

2002 京剧《白蛇传》公演 上海京剧院 京剧 东京 

2007 昆曲《白蛇传》公演 中国北方昆曲艺术剧院 昆曲 横滨 

2016 京剧《白蛇传》公演 国家京剧院 京剧 东京、名古屋、大阪 

 
1986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8 日，中国京剧团三团 50 余名文艺工作者再次来到日本，在东京、横

滨、佐贺、鹿儿岛、京都等地演出了《大闹天宫》和《白蛇传》。其中《白蛇传》于 11 月 3 日在东京昭

和女子大学人见纪念讲堂上演，依然由刘秀荣女士饰演白娘子，张春孝先生饰演许仙，刘琪女士饰演青

儿，袁国林先生饰演法海，几位老艺术家的精湛演技给日本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歌舞伎研究家

小池章太郎先生还在观演后，特意写信致白娘子的主演者刘秀荣女士表达对其深厚的演艺功底的敬意和

崇拜之情。 
1987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2 日，四川省川剧院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15 周年，携川剧《白蛇传》东

渡扶桑，为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东京、大阪、福冈、京都、名古屋、横滨等大城市共巡回演出了 24
场。据说当时有 4 位日本记者为了探究王道正的“变脸”秘密，对 24 场巡回演出进行了跟踪录像，最后

测出王道正的“变脸”速度在 1 秒之内。川剧《白蛇传》在日本公演后立即引起了日本民众的轰动，深

得日本川剧爱好者的喜欢，日本著名电台 NHK 和《朝日新闻》均有对其进行专门介绍和宣传。 
2002 年 5 月，上海京剧院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首次在东京艺术剧场举行京剧《白蛇传》

的公演，担任此次白娘子和许仙的扮演者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史敏女士和李军先生。这次为期半个月共

19 场的演出活动由日本经济新闻社、日本青少年文化中心和《人民日报》共同主办，受到了 1000 多名日

本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次赴日巡演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与肯定，为增进中日民间文化的友好交流和两

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7 年 10 月，中国北方昆曲艺术剧院的年轻演员们携中国昆曲《白蛇传》在日本横滨的关内礼堂首

演，当时座无虚席，一票难求。《白蛇传》中的经典情节如“断桥相会”“水漫金山”等令日本观众看得

惊叹不已。昆曲以缠绵婉转、柔漫悠远的优美唱腔将凄美的白蛇传说演绎得惟妙惟肖，让日本戏剧爱好

者看得如痴如醉，深切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2016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3 日，国家京剧院 48 名文艺工作者再次携经典剧目《白蛇传》远渡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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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日本，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开展了为期 20 天 17 场的巡回演出，并获得巨大反响，一些场次甚至

一票难求。此次演出平均上座率达到 95%，观演人数近 2 万人。此次赴日公演不仅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

我国驻日使领馆等观看并予以高度评价，而且还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日本经济新闻》《读卖

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等国内外主流媒体均给予了宣传报道。 

2.4. 学术研究多维化 

日本学界有关《白蛇传》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6 年，自日本汉学家野田寿雄在日本文学

协会上发表《雨月物语》的学术报告后，有关中国《白蛇传》和上田秋成的《蛇性之淫》的比较研究就开

始频繁出现在《日本文学》杂志上，可以说正式拉开了日本学界研究《白蛇传》的序幕。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自 1957 年至 2023 年，日本学界有关《白蛇传》的相关研究主要

以学术论文为主，检索到论文 52 篇。此外，涉及白蛇传的专著共计 3 部，相关国家课题 4 项，可见日本

学界对《白蛇传》的研究呈现出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的趋势。 
从成果发表年份来看，1957 年至 2023 年的半个多世纪以来，除部分年份外日本学界几乎每年都有

关于《白蛇传》研究的成果发表，反映出日本学界对《白蛇传》研究的持续性关注。从研究对象来看，日

本学界有关《白蛇传》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以白蛇传故事文本为对象的研究、以《白蛇传》戏曲剧

本为对象的研究及以《白蛇传》影视剧作品为对象的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日本学界对《白蛇传》的研

究涉及中日比较文学、翻译学、民俗学、民间故事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区域经济学、传播学、

舞蹈艺术学等多领域，研究方向呈现多维度、多视角的趋势。 

2.4.1. 以《白蛇传》故事文本为对象的相关成果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日本学者主要从中日比较文学、民间故事学、历史学等视角，对白蛇传

的形成源头、发展演变历程以及中日白蛇故事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如：1957 年，柳泽三郎在《关于〈白

蛇传〉变迁的记录》中，通过对《西湖三塔记》《西湖游览志》《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小窗日记》《湖

壖杂记》《看山阁乐府雷峰塔传奇》、旧抄本《雷峰塔传奇》、方培成的《雷峰塔传奇》、京剧剧本《金

钵记》和越剧剧本《白蛇传》等文本详细对比，梳理了从明代至 1950 年代《白蛇传》发展演变的多种文

学版本的差异[4]。1958 年，森山重雄在《日本文学》杂志上以“民话与文学的方法：《白蛇传》与《蛇

性之淫》”为题，相继发表了 2 篇论文，围绕“古典遗产的摄取与继承”、“民话的方法”、“魔术主义

与文学”“秋成的《蛇性之淫》”四个主题，从民间故事类型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版白蛇传故事与日本的

《蛇性之淫》在故事类型上的差异[5]。1987 年，日本文选学家富永一登发表《〈白蛇传〉溯源考——六

朝・唐・宋的蛇故事》，详细探讨了六朝、唐、宋三大历史时期有关蛇的故事文本[6]。1995 年，阿部泰

记的《〈白蛇传〉的发展——从怪谈到报恩谈》，通过对历代白蛇传的话本、传奇、小说、弹词等 8 部

文献史料，对比分析了白蛇精的形成和出现的差异[7]。 
21 世纪以后，日本学者开始主要从民间信仰、民俗学、政治学、区域经济学以及传播学、翻译学等

的视角对白蛇传的故事进行文本要素的微观分析与研究。如：2005 年，岩田和子在《白娘子故事演变考

——从〈白蛇传〉看卖药风俗的影响》文中，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白蛇故事中白娘子的出生地为何固

定在四川峨眉的原因，指出从白娘子故事中卖药风俗可窥见当时经济活动与文艺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8]。
2011 年，京都学园大学的川田耕以“中国爱情的历史——社会学/文化史的研究”为题，获得日本国家级

科研课题，并在 2014 年发表了《从〈白蛇传〉中看近代的胎动》，梳理了中国古代蛇信仰的形成与演化，

结合文本资料厘清了白蛇传的形成过程，并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考察了《白蛇传》在近现代的发展

与变容状况[9]。此外，2016 年至 2018 年，铃木阳一先后发表了《白蛇传的解读补遗(一)》《白蛇传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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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补遗(二)》等系列论文对白蛇传说中的民俗学要素进行了探讨。2020 年至 2022 年，东北大学胜山稔在

主持完成的科研课题“民间视角下中国通俗文学的自国化研究——受容文化的多角度战略”下，围绕《白

娘子永镇雷峰塔》在日本的接受情况发表了多篇论文，从翻译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对日本目前所藏《白蛇

传》的各大译本的具体翻译及受容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点评[10]。 

2.4.2. 以《白蛇传》戏曲剧本为对象的相关成果 
《白蛇传》作为经典剧目的题材，自清初以来一直在戏曲舞台经久不衰，有关《白蛇传》戏曲作品的

研究成果也颇丰。代表性研究学者有谷口义介、坂田爱美、松浦恒雄及渡边幸彦等人。其中，谷口义介主

要以黄图珌的《雷峰塔传奇》为中心，从人物形象的角度分析了《白蛇传》的变迁史。坂田爱美与松浦恒

雄主要涉及田汉改编的京剧《白蛇传》研究，渡边幸彦主要从事《白蛇传》不同地方剧本的考证研究。 
2005 年，坂田爱美在《关于田汉的京剧〈白蛇传〉的改编》中，首先对田汉改编的 3 部京剧作品脚

本的形成及上演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从场景构成和具体内容对各脚本进行了分析比较。作者认为在场

景构成上第一版的《金钵记》有 26 场，第二版《白蛇传》有 24 场，第三版《白蛇传》则只有 16 场，场

景数的大幅减少不仅意味着京剧上演时间的浓缩，同时故事情节也更加紧凑充满张弛感。在具体内容方

面，作者则主要从“盗库”“酒变”“煎药”“合钵倒塔”“孩子的存在”五个方面对比分析了各脚本的

差异[11]。2011 年至 2013 年，谷口义介在《冯梦龙与黄图珌：白蛇传・从小说到戏曲》《捕蛇名人戴先

生——白蛇传成立的一幕》《白夫人与青青：白蛇传的变迁史》《白夫人与法海：白蛇传变迁史(2)》等

系列论文中，以白蛇传戏曲剧本资料为研究对象，以白蛇传中的人物关系为着眼点，详细分析论证了白

蛇传的发展演进过程。2014 年，小林直弥在国家课题“亚洲舞蹈文化圈构想下寻找共同语言与发展创作

性舞蹈的基础研究”下，发表了研究报告书《京剧·日本舞蹈——〈白蛇传〉身体表现的差异性和共同

性》，对《白蛇传》在京剧和日本舞蹈两种不同舞蹈形式下形成的身体表现进行了异同考察。2018 年和

2023 年，渡边幸彦在《〈西游记〉>〈三国演义〉〈白蛇传〉：布袋戏剧目小考》及《亦宛然掌中剧团〈白

蛇传〉剧本考》两篇论文中，对布袋戏《白蛇传》的剧目和剧本进行了考证研究。 

2.4.3. 以《白蛇传》影视作品为对象的相关成果 
白蛇传故事在东亚各国均广为流传，多次被翻拍成电视剧、电影及动漫等影视剧作品，其中又以电

影作品的传播最为广泛。经调查发现，日本学界围绕《白蛇传》影视作品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大致可

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白蛇故事在整个日本的发展及受容史的视角，对影视化的白蛇传作品进行历史演变的分

析与考察。如，2016 年，关口美幸在《法海是癞蛤蟆？脚本〈白蛇传〉自作解说》《〈白蛇传〉登场人

物考(1)白娘子：从蛇妖怪到贤妻良母》及《〈白蛇传〉登场人物考(2)许仙：从“色”到“情”》等系列

论文中，对各时代出现的《白蛇传》影视作品进行了梳理，围绕影视作品中的三大主角即白娘子、许仙

及法海的人物形象的历史变化与发展进行了考察[12]。 
第二类是从电影制作背景、人物形象及传播学的视角，对日本翻拍的两部电影——《白夫人的妖恋》

和《白蛇传》进行的系统研究。如，2016 年晏妮发表《混淆中国色彩的分流——昭和战后期日本电影为

何必须采用“中国意象”？》一文，从电影产业的产生及评论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典意象的产出背

景，对《白夫人的妖恋》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整理，提出在 50 年代的日本电影中之所以能看到大量中国元

素，并且日本电影界积极推进与中国大陆电影界的交流合作，主要是因为战败后的日本作为亚洲的孤儿，

急切希望建立起与亚洲各国的强纽带关系，并试图重新开拓日本电影在亚洲的广阔市场[13]。 
第三类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考察日本相关电影作品对中国白蛇传的具体接受与变容概貌。如，2015

年今泉容子发表《白蛇传电影中的女性表象——日本文化圈的开花》，详细梳理了两部日本白蛇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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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背景、经过以及重要的历史地位，指出日本白蛇传电影的原作不只是 1624 年冯梦龙的《白娘子永

镇雷峰塔》，还有林房雄的翻案小说《白夫人的妖术》。今泉容子结合中日原作首次以电影台词、小说文

本及剧照相结合的片段分析方式，对比分析了日本白蛇传电影中的女性表象的异同，并考察了中日白蛇

形象的差异[14]。 
与国内有关《白蛇传》研究的成果相比，日本关于《白蛇传》研究的成果数量还明显稀缺。但从上述

数据来看，日本学者对白蛇传的相关考察研究由来已久，并呈现出研究视角多维度、研究内容多元化、

研究过程持续化的特征，其中代表性学者对白蛇传的研究层层递进、兼顾宏观与微观、物质与精神层面

紧密结合。 

3. 《白蛇传》在日本多模态化传播及译介的特征与启示 

3.1. 《白蛇传》在日本多模态化传播及译介的特征 

从《白蛇传》在日本的译介传播及再创作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1) 1948~1964 年：这是《白蛇传》自江户时代传入日本以来，首次在全译本、剧本、电影、学术研究

等多个领域进入了迅速萌芽期。不仅出现了有关《白蛇传》的四个重要译本，还创作了翻案剧本，并由此

诞生了对后世影响广泛的两部翻拍的电影作品，为《白蛇传》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与再创作奠定了基础。 
2) 1965~1978 年：由于受到中国国内研究环境及中日关系的影响，这一阶段并未出现新的译本或与

《白蛇传》相关的翻案创作或相关研究成果，这短暂的沉寂期可以说是对《白蛇传》在日本译介传播的

一个消化吸收期，为《白蛇传》在日本产生更为深广的影响蓄能。 
3) 1979~1999 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影响，《白蛇传》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了全面开花

期。中日学者合作翻译的译本及韩国汉学家的独译本的出现弥补了早期译本的缺憾，体现了多元文化融

合的视角，使《白蛇传》在内容性与故事性上都得到了更加完善和精准化的呈现。这一时期，为纪念新

中国的成立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艺术工作者积极在日本进行多剧种《白蛇传》的巡演，为白蛇传在

日本民众间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在研究领域，日本学者从民俗学、民间故事学、文化学等领

域对《白蛇传》展开了深入研究，扩大了《白蛇传》在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力。 
4) 21 世纪至今：随着研究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深入，《白蛇传》在日本的传播及相

关学术研究均进入了全面丰收期。在翻案创作方面出现了小说、绘本、音乐剧、舞台剧等多种形式的作

品，这是《白蛇传》在日本的本土化的重要体现。在研究方面，出现了围绕《白蛇传》研究的相关博士论

文、国家级课题以及学术专著，这说明《白蛇传》在日本学术界的影响逐步深入化和专业化。 

3.2. 《白蛇传》在日本多模态化传播及译介的启示 

通过对《白蛇传》日译本类型多元化、翻案作品多样化、戏剧演出大众化以及学术研究多维化的梳

理，可以清楚地看到《白蛇传》在日本译介传播的本土化和经典化历程，从中可见中国优秀民间文学跨

越时空的非凡感染力与生命力。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

去，走下去，走进去”的时代背景下，《白蛇传》在日本的成功译介与传播可以为中国优秀民间文学走向

世界提供如下启示与借鉴。 
首先，加强中日学者及艺术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进一步发挥中国学者、翻译家及艺术工作者

在中国民间文学在海外译介与传播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 
其次，拓展《白蛇传》海外传播的路径与形式。与中国《白蛇传》相关文学文艺作品的众多数量相

比，日本《白蛇传》相关作品并不算多。中国《白蛇传》丰富的展演形式和丰硕的研究成果需要进一步拓

展更为广阔更符合时代性的传播路径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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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白蛇传》为切口，加快数据化平台建设，促进中日两国在中国民间文学文艺方面的深入

交流与互动，鼓励中日学者进一步深耕创作，保持经典民间文学文艺在海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4. 结语 

《白蛇传》在日本的多模态化传播具有译本类型多元化、翻案创作多样化、戏曲歌剧演出大众化、

学术研究多维化的特点。传播领域广泛，传播历程呈现了萌芽期、沉寂期、开花期与丰收期的时代特征。

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对《白蛇传》在日本跨界传播历程的梳理

和中日两国在民间文学领域历时性交流互动的反思，不仅有助于把握中国民间文学在海外的展演全貌和

传播动态，亦有利于实现中日文化的交流互鉴与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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