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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人物在中日不同历史文化中形象的异同
——以妲己与玉藻前为例

段欣欣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日语系　辽宁　大连　116400）

【摘　要】妲己和玉藻前在中日的历史文化传说中都是被人们称为“红颜祸水”，“狐妖”。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家，但二

者的人物形象却有着密切联系。妲己和玉藻前人物形象的异同深受古代社会，历史，政治的影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

的人物形象也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妲己；玉藻前；演变过程；差异；创新

引言

中国的妲己，日本的玉藻前，看着好像完全不相干的两

个人物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传说中二者虽然同为

“狐妖”但也有所不同。提到妲己和玉藻前，不免想到的是“红

颜祸水”，但妲己一开始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却被后人冠上“祸

国殃民”的恶名。但当今的时代，传统的人物形象正逐渐脱

离这些陈旧的框架，二者的人物形象也在创新并焕发出新的

活力。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早在日本这个国家，日本民众对玉藻前的人物形象可谓

是耳熟能详。自古以来在日本一直都有关于玉藻前的研究。

特别是近几十年，日本人把玉藻前的形象应用到了动漫和游

戏当中进行了新的改编和创造。随着日本的文化不断在中国

传播，玉藻前这个人物形象越来越被我们国人所熟知。但是

追根溯源，玉藻前这个形象和我国妲己这一人物有着密切联

系。在日本传说中中国狐妖妲己被姜子牙所伤并逃到了日本，

化身成美丽的女子被天皇所喜爱，赐名为玉藻前。可以说玉

藻前是受到了中国妲己的影响创造出来的。所以二者有其相

似性，也存在差异。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通过研究妲己和玉藻前人物形象的异同和造成相同

点和不同点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及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应该

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1.3 研究现状

冯军（2019）在《历史文化镜像——妲己形象诠释研究》

中针对中国妲己的人物形象及造成“红颜祸水”，“狐精”这

样的形象做出了详细研究。诠释解读了妲己人物形象的形成

深受女祸观和人性复杂性影响，反映了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

生态和文化风格。

王鑫（2015）在《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妖怪”与“妖怪

学”》中详细分析了“妖怪学”的起源和发展。通过“妖怪

文化”窗口，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两国的异同，还可以看到中

日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

小松和彦，王铁军（2011）在《日本文化中的妖怪文化》

中指出日本的妖怪文化对日本的文化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

用，并表示研究日本妖怪文化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2 妲己与玉藻前的人物形象

妲己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负面的。不仅身负

残害良臣、欺压百姓、葬送商朝等种种恶行，在古代还被谣

传成千年狐妖 , 因此遭受了不少的谴责和批判。《史记·殷

本纪》记载：“（殷纣王）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基本上

在《史记》之后，妲己坐实了亡国祸水这一人物形象并被后

世主流文化所认同，但此时妲己的人物形象还未被妖化。将

妲己妖化并且使狐妖的形象更加让人愤恨，是明朝《封神演

义》的流行。作者许仲琳不仅“妖化”了妲己的人物形象还

极力渲染妲己的恶行。

如果说妲己是被后人妖化成了狐妖，那么在日本的历史

文化中玉藻前一直是以狐妖形象出现的。最初记载玉藻前故

事的是室町时代的文献《神明镜》《杀生石》和《玉藻之草子》。

在日本的传说中妲己与玉藻前是同一人，她从中国逃回了日

本，化身成美丽的女子被天皇所喜爱，赐名为玉藻前。但玉

藻前深藏野心，用法力让鸟羽天皇病重，想借此谋取皇位。

但被阴阳师安倍泰亲发现了阴谋。随后，安倍泰亲率军队讨

伐玉藻前，最后玉藻前不敌被封印。

3 妲己与玉藻前人物形象演变过程

3.1 中国妲己的人物形象演变

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史书传记来看，妲己的人物形象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略有一二。《竹书纪年》记载 ：“（帝辛）

九年，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我们不难看出，最开始

关于妲己的记载是比较客观的，没有掺杂什么感情色彩。但

是在《国语·晋语》中记载了：“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

比而亡殷。”可见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殷商亡国是和妲

己有关的声音。在随后的朝代，妲己也逐渐被污名化。先秦

时《吕氏春秋·先识》中提到“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

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如果说先前的文献只是从纣

王宠信妲己的个人角度来诉说妲己的罪行的话，那么从《吕

氏春秋·先识》中，可以发现妲己的罪行已经上升到了参与

国家政治的层面，祸乱朝纲。到了西汉，妲己的罪行更是被《烈

女传》推到了巅峰。《列女传》中记载 “以为亡纣者是女也”，

让妲己一人背负整个亡商的的责任。为以后奠定了将纣王恶

行扣到妲己头上的基础。明朝的《封神演义》将妲己从人变

为狐妖，把历史著中的罪行全部保留，不仅如此还“添油加

醋”，以至于至今人们对《封神演义》中妲己恶毒的形象印

象深刻。

3.2 日本玉藻前的人物形象演变

在日本的历史传说中玉藻前的人物形象本身就和狐妖有

关。据平安年代末期的《狐媚记》记载:“狐媚变异,多载史册。

殷之妲己 ,为九尾狐，任氏为人妻，到于马嵬。”由此得知 ,

我国古代妲己的形象与狐妖玉藻前的关系十分密切。江户时

期的《绘本三国妖妇传》中详细描述了九尾狐在中国化身为

妲己，被讨伐后逃亡日本国并变成深受鸟羽上皇喜爱的妃子

玉藻前的故事。后来日本文人常把这一人物形象和在日本历

史上深受鸟羽上皇宠爱的藤原得子联系起来 , 完整的形成了

玉藻前在日本的人物形象。

4 妲己与玉藻前人物形象的异同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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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二者人物形象的异同

至此我们能联系到妲己和玉藻前是有相同点的。从人物

角度来说，二人皆为女性形象且拥有绝世美貌，不然也不会

深受皇帝宠信。妖化形象都以狐狸载体成为了狐妖，可见狐

狸的女性化特征在中日历史文化中是有相似性的。被妖化后

二人皆被世人冠以祸国殃民的恶名。

妲己和玉藻前因受皇帝宠爱而祸乱朝政，可以说是对当

时古代历史环境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思想的挑战。二人被妖

化和冠以恶名能被当时中日古代社会主流所认同，反映了古

代中日对女性行为的严格要求，以至于二人最后都成为了古

代社会的典型负面形象。

从人物角度来说，妲己最开始的人物形象只是人类而不

是狐妖，但玉藻前在日本最初的人物形象就是由“金毛白面

九尾狐”而幻化的狐妖。比较两者人物形象的出现时间，妲

己的人物形象要远早于玉藻前。妲己被污名化是被后世人们

所为，逐步被添加了红颜祸水，残害良臣的罪名。而玉藻前

被日本人设定为狐妖，在中国化身为妲己，在日本化身为玉

藻前，后者继承了妲己身上的“罪行”并继续祸害鸟羽天皇，

可以说她本身在日本的历史传说中就是邪恶的代表。

4.2 探究形成差异的原因

4.2.1 古代历史背景因素

中国向来有“成王败寇”的历史真理。成功者有权利有

地位去维护形象，失败者没有。周武王在讨伐殷商之前就做

好了万全的准备，如商纣王不仅没有百姓支持、还肆意杀戮贤

臣言官、不遵守祖宗遗留的法典等。所以与之相反，纣王打了

败仗，没有任何话语权。而妲己身为纣王的妃子，自然也不会

有正面形象，甚至反而随着朝代的更迭罪名不断被加深。

而玉藻前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人物，跟中国妲己

的人物形象不太一样。据查证，玉藻前的人物形象原型是日

本历史上鸟羽天皇的皇后藤原得子。藤原得子以女性的身份

扰乱政治，挑起战争。日本文人便将藤原得子的形象妖化并

和狐妖玉藻前联系在了一起，一直流传到了后世。

4.2.2 古代社会环境因素

妲己和玉藻前的故事体现了古代中日两国社会环境的差

异。日本的玉藻前故事突出了作为大妖的玉藻前法力高强，

最后被阴阳师讨伐的时候，能一己之力击退数十万军队。但

中国的《封神演义》中只是写了狐精害死妲己，借妲己的身

体入宫，利用自己的美色讨取纣王宠爱。于是纣王沉溺酒色，

荒废朝政，在妲己怂恿下设炮烙之刑，残害百姓，并未提到

妲己身为狐妖法力如何高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这

种以男性为主的价值观和日本相比十分严重。即使是在历史

传说或是民间故事中，无论是情节发展还是结局都迎合了男

性的观点，就像妲己迷惑纣王最后被周武王所消灭，并没有

体现出妲己身为女性对结局有何改变，这也是中日古代社会

环境的差异。

4.2.3 古代政治影响因素

真正使妲己妖化的形象被民众所广泛接受的是明朝作者

许仲琳创作的《封神演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设下了诏狱、

廷杖、文字狱等措施压制着百姓的思想但随后的历代皇帝都

没有废除这些“枷锁”，而且作者许仲琳著书的万历年间也

是惨案不断。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环境黑暗的背景下，文人墨

客们的抱负与追求和社会现实完全相反。而明代的文字狱又

使得他们不敢随意开口，于是，他们决定换一种方式，就是

借古讽今。作者许仲琳写下的这部《封神演义》采用了神话

传说这一题材不仅避开了文字狱的惩罚还借小说描写纣王的

暴政抨击明朝当时政治环境的黑暗。

而在古代日本，藤原得子以女性的身份扰乱政治，挑起

战争。但她的行为并没有得到主流思想认可。于是日本文人

为了稳固政治上男性的主导地位，便把藤原得子的人物形象

进行了“妖化”，否认女性政治上的成果和地位。

5 二者人物形象的创新发展

以前人们对于历史人物的形象研究和创作是以古代文

献，文字化资料等为基础的。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技

术的飞速提升，对历史人物的创作和创新就不能只拘泥于平

面。特别是动漫游戏产业的出现与更新，需要将以往平面的

人物形象变得立体化。这对传统文化和审美提出了巨大的挑

战，所以当今妲己和玉藻前的人物形象正逐步脱离于红颜祸

水的传统固有形象。在国产动漫《姜子牙》中，原先祸乱国

家的妲己变成了坚强勇敢的女孩小九。但得知自己被元始天

尊利用了之后，为了狐族的权益选择了反抗。在手游《阴阳

师》中，玉藻前则是以一个男性狐妖的形象出现。他与人类

巫女相爱并有了两个孩子，但其妻子因天罚逝去，孩子也被

阴阳师所杀，一怒之下火烧京城。这两个新的人物形象和之

前固有的红颜祸水的形象完全不相同，增加了颇具人性爱憎

分明的特点，因此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喜爱。

6 结语

传统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创新发展才能顺应时代潮流。

但是我们在创新发展古代的人物形象时应该要更加注重对人

物形象、故事背景的打磨，才能更好的进行文化传播和输出。

在当今的时代，日本人把玉藻前的形象应用到了动漫和游戏

当中进行了新的改编和创造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我们应

该吸取日本对传统文化创新的经验，使本国的传统文化能被

更多外国人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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