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波十郎兵衛宅邸的人形淨琉璃（人偶劇） 

 

阿波十郎兵衛宅邸集劇場和博物館於一身，讓來訪者有機會體驗和瞭解德島獨特的

人偶劇「阿波人形淨瑠璃」、這種木偶劇也是國家重要非物質民俗文化財產。「阿波」是

德島縣的舊稱，「人形淨瑠璃」（文樂）則是結合了敘事、音樂和人偶演繹的傳統表演藝

術形式。 

演出由當地人偶劇團承擔，每天一到兩場，參觀者可在宅邸劇場旁的幾個展室裡瞭

解更多關於人偶、戲服和這種表演藝術的歷史等知識，甚至可以嘗試親自操作人偶。 

這處宅邸是過去當地一位村長坂東十郎兵衛（1646-1698）的私宅，裡面還保留著他

打理的傳統日式庭園。 

 

源自農村的戲劇 

德島的人偶劇與日本的主流人偶劇文樂（日本著名的古典舞臺藝術形式之一）同源。

不過，阿波人形淨瑠璃經常在戶外舞臺上操演的人偶更大，以便人們更容易從遠處觀看。

根據角色的年齡和性別不同，人偶大約分別是真人大小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德島人偶的

表面帶有光澤，和表面不帶光澤的文樂人偶有所不同。 

阿波人形淨瑠璃出自德島縣以北的淡路島，德島第一代藩主蜂須賀家政（1558-1638）

喜愛人偶劇也曾大力推廣。然而，真正熱愛並讓這種藝術形式紮根的還是農村。江戶時

代（1603-1868）下半葉，受到來自淡路島的劇團啟發，業餘的德島人偶劇團開始在戶外

舞臺上表演。這些舞臺通常設於神社，在祭祀神靈時演出人偶劇。時至今日，德島縣內

仍有約 80座戶外舞臺。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偶劇在整個縣內傳播開來，德島繁榮的藍染產業和贊助人偶劇

的商人都對這項民間藝術作出了貢獻。德島的人偶匠人素來享有盛名，淡路島的專業劇

團和當地業餘愛好者所使用的人偶大都出自他們之手。即使在電影和現代戲劇等其他娛

樂形式佔據了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主流市場之後，人偶劇依然是地方上深受歡迎的娛

樂。20世紀 30年代，現代娛樂開始興起，加上 40年代二戰的影響，人偶劇的觀眾人數

終究還是逐漸下降，德島的大部分人偶劇團都在這一時期解散。 

20 世紀下半葉，人偶劇被引入學校課程，引起了年輕一代的興趣而再度興起。如今，

除了在阿波十郎兵衛宅邸人偶劇場每天舉行公演之外，當地也會定期舉辦戶外表演。仍

然大約有 40名人偶匠人以德島為據點替日本各地的劇團製作人偶頭像。 

 

團隊合作的魅力 

阿波人形淨瑠璃中，每個人偶主角都需要由一個三人組成的團隊來操作。首席人偶

師負責頭部、右手和右手臂，另外兩位則控制人偶的雙腿、左手和左手臂。這樣分配是

為了讓人偶擁有自然的表情和逼真的動作。人偶的嘴能夠開合、眉毛可上下跳動、靈活

的雙手能擺出各種動作。目前，德島人偶劇已發展出包含男女角色在內的 70種不同人偶



頭像，分別代表不同年齡、性格和社會地位。人偶的頭像可高達 18公分，頭髮通常由真

人頭髮或犛牛毛製成。 

人偶師在表演時身穿一襲黑色裝束（包括黑色頭套），這樣他們就能「隱身」於舞臺。

首席人偶師需要站得比其他兩位高，因此會穿上增高的木屐，木屐底墊有稻草吸音。 

阿波人形淨瑠璃的表演還包括一位太夫（敘事者，旁白說唱）和一位三味線（日本

傳統弦樂器）演奏師。太夫在舞臺右側面對觀眾而坐，面前厚重的木架上放著劇本，負

責傳達每個角色的情感，甚至可以根據劇情需要而發出戲劇化的哭聲或笑聲。三味線演

奏師則需對整場演出瞭然於心，隨時掌控、調整表演的氣氛走向。 

 

歷久不衰的家庭劇 

阿波人形淨瑠璃的代表劇碼之一是《傾城阿波之鳴門》，由劇作家近松半二（1725-

1783）改編自著名戲劇家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5）的《夕霧阿波鳴門》。該劇於 1768

年在大阪首演，最初為十幕，現在主要演出的是第八幕。這一幕又分為兩部分——《順

禮歌之段》和《十郎兵衛內之段》，講述的都是十郎兵衛、他的妻子阿弓和兩人的女兒阿

鶴一家三口的故事。 

觀眾在阿波十郎兵衛宅邸人偶劇場欣賞到的常常是該劇第八幕的前段《順禮歌之段》，

主要講述感人至深的母女之情，現場還提供中文劇情概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