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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出生于封闭落后的三河地区。
三岁与生母离别，六岁作为人质流寓他国，辛酸和凄苦的人质生涯，锤炼出他坚毅无比的韧性和机警
沉稳的个性。
    成年后继任城主，但领内豪族林立，领外强敌环伺。
为了在乱世中求生存，他不惜充当今川义元的炮灰，随后义率领三河武士追随织田信长四处征战。
刚赢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却不得不为取信于信长，痛心杀妻灭了。
信长梦断本能寺后，秀吉抢先控制了局势。
他一方面屈累代尊贵武士之膝，拜服在出身寒微的秀占脚下；一方面埋首于在局部区域扩张势力范围
。
等到时机降临，他果断出击，将潜在的敌人彻底瓦解。
    他最大的特点，被人们总结为“忍耐”。
也许为了能够与众多天才交战，这个既无作凡刨造力，又无卓越天资的普通人，只能以“忍耐”来磨
炼自己、提升自己。
但忍耐，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他，没有创造性，倾心于模仿他人的长处，将武田的兵法、信长的果断和秀吉的策略揽于一身。
他，以正直和忠诚征服了信长和秀吉，可秀吉一死，他却骤变为谲诈多端的首领。
叮见其正直和忠诚绝非真心为之，不过是掩盖锋芒的处事之术。
    司马辽太郎以流畅犀利的笔触，疏密有致地描绘了一个朝代的开创者——德川家康由人质到下者的
曲折人生，让读者深刻体会到德川家康，一个谋略家的高明、隐忍和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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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马辽太郎，原名福田定一，生于大阪。
1943年毕业于大阪外语学院蒙语系，1946年入京都新日本新闻社，两年后任产经新闻社记者，同时发
表作品。
1961年开始专业作家的生活。

　　司马的小说，把历史上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人物放在革新与守旧势力尖锐斗争的环境中，从各
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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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性格前往三方原落荒而走姻族之争远州二股城之事甲州崩溃凯风百里虎口逃生吞灭甲信初花一介
俗人指向清洲第一战尾击安藤直次蜻蛉切石川数正冈崎出奔城乡物语家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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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河性格登上群山环绕的三河山①，沿着山径走到尽头，便来到与世隔绝的松平乡。
盛夏炙热的阳光让我终生难忘。
“这，就是德川一族的发祥地？
”想到这里，不禁觉得此处的一草一木也非同寻常。
但这里毕竟深山狭路，仔细一看才发现竟然连一条像样的小溪都没有。
缺水的地方无法耕种稻米。
德川家族的祖先松平氏以稗子、小米为主食，平日在山中以砍柴谋生，因而个个生得彪悍。
这让人想起建立中国元朝的是一支在北亚阿尔泰山麓游牧的民族。
话说某日，樵夫中出现一位头目将大家组编成士兵。
此人正是家康八代前的祖先松平亲氏。
亲氏原本四处流浪，后来装扮成化缘的僧人来到这樵夫成群的偏僻山间，自称“德阿弥”。
室町时代②，净土宗门下的时宗③十分盛行，其信徒都称为“阿弥”。
他们口中念佛，以化缘为生，周游诸国，也不知道归宿何方。
阿弥们通晓诸国的奇闻逸事、风俗人情，能言善道者若与当地长者投缘，还会住上两三个月。
偶尔有流浪僧与房东妻子甜言蜜语，或与其女儿私通，当地乡民就很难疏忽了。
传说松平亲氏，即德阿弥就是这样一位流浪僧。
当他漂泊在三河一带时，与西三河酒井乡的土豪酒井一家以及山间里的土豪往来，勾搭上这两家的女
人——她们分别产下一名男婴。
自此，松平、酒井两家的小小势力就联合起来了。
德阿弥从此定居松平乡，并使樵夫们归附自己。
他煽动山中的百姓说：“难道你们要困在深山中，靠稗子、小米拘束地过一辈子不成？
”山下村庄有稻米。
德阿弥为了取得稻米的耕作地，不断率领他所联合的部队冒死攻打沿途的山寨和城池。
直到第二代头目泰亲时，才好不容易抢占了“中山七名”这是一片梯田，势力扩张到耕种稻米的地盘
上。
他们这种行动，有如北亚的游牧民族为了得到中原的农耕地，不时对长城发起攻势一样。
此后，直到家康时期，德川一族有时兴旺，有时衰落。
但最终他们取得三河国十分之三的土地，当上了冈崎城①城主。
然而新兴势力毕竟不像大名②，尽管德川家族已是三河地方具有代表性的势力，但稍有疏忽或势力衰
退，就可能被其他的土豪所取代。
冈崎区区五万石③，城里可以开进船。
至今，这短短两句歌谣仍为冈崎人所传诵。
歌里吟诵的冈崎城是德川时代的模样，有着富丽堂皇的天守阁⑧。
不过，家康幼年时期所居住的冈崎城自然没有天守阁，连箭楼与城门的屋顶都是用茅草苫盖成的。
当地虽然出产石材，却没有石砌的城墙，而仅仅由一座用泥土垒起来、并种上结缕草的土垣围拢而成
。
城的西侧陡然凹陷，一条叫做矢作川的河流载着一江河水向南流去，水之要塞阻挡着西侧近邻尾张国
①的入侵。
尾张的新兴大名正是织田氏。
“三河是我一跃而起之地。
”织田信秀（信长之父）常说。
他曾数次举兵跨过边界矢作川，攻人三河。
每逢此时，居住在草顶城墙内的三河冈崎武士不得不来回穿梭于矢作川流域的野地，奋力抵抗来自尾
张的敌军。
“尾张军队的铠甲太过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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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人议论纷纷。
尾张是一望无垠的平野，自古灌溉技术发达，加上不断填海造田，此时已成为东海地方②稻作的头等
富饶之地。
不仅如此，这里还商业兴旺，街道四通八达。
在尾张人看来，隔壁的三河一大半都是山地，发展滞后，他们嘲笑道：“三河的猿猴比人多。
”但是，三河人性格质朴、吃苦耐劳、重义轻利的美德，绝非耍小聪明的尾张人所能比拟。
连狗都数三河犬最忠诚，人就更是如此。
若要三河的武士守城，那是无与伦比的坚强。
他们一战到底，决不退缩。
在当时就有“三个尾张兵敌不过一个三河兵”的说法。
哪怕尾张派大军攻人，三河冈崎人也常以少数兵力迎战，且能完好地保住城池。
他们的防守能力天下无双。
最终，这一小集体的品格成为德川家的作风，后来德川家统治了日本长达近三百年，因而对日本民族
后天的性隋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不得不让人称奇。
家康小时候的长相下巴宽、眼睛大，喜静，完全不像同龄孩童一样疯闹。
他深得妇女们的怜爱。
家康的冈崎众家臣，尤其是家臣们的妻子常常在手头空闲时流泪谈起这位少年的不幸身世：“世上再
没有哪位孩童比我们的幼君更为可怜的了。
”这样的感叹促使在乱世之中建立起的主仆关系，或者说是拥有共同情感的团体愈发地团结。
家康三岁那年，生母於大由于一件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不得不离开冈崎松平家，从此母子生别。
家康六岁时，作为人质被迫离开三河，流寓他国。
而少年时期的命运则更具戏剧性。
将三河冈崎民众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正是这位少年的悲剧人生。
三河人性格中的中世①隋结远比商业发达的尾张人浓厚许多。
在冈崎城下飘落秋雨的黄昏时分，家臣们定会在各自家中含泪挂念：“幼君过得可好？
”可笑的是，家康六岁那年作为人质本应送到东邻的强国骏河今川家，却在途中遇劫，以好比青钱③
千贯的贱价卖给了西邻的织田家，悲剧至此只能说是滑稽了。
原来，家康所在的冈崎松平家只是半独立国，正是依仗拥有东邻远江及骏河两国疆土的今川家的武力
做后盾，才得以抵御来自西邻尾张织田家的威胁。
一旦尾张军队跨过矢作川入侵，冈崎松平家只要能守住城堡十日，定有骏河方面的应援大军赶来解救
危急。
为了巩固与今川家的从属关系，这才派出六岁的家康前往骏府。
他们沿陆路一路向东，在现今的蒲郡（当时的西郡）登船，横穿三河湾，中途在渥美半岛一个叫做田
原的地方上岸。
田原的城主户田氏，是与松平氏势力相当的豪族，家康的义母正是出身此豪族，故而有着姻亲关系。
田原的城主户田康光出来迎接家康，嘴上说着“甚好，甚好”，却暗中盘算把家康劫去卖给织田家。
户田氏的领地正是渥美半岛，所以拥有大船。
家康一行拜访户田氏，正是要向户田氏借大船，经水路到骏府。
“好吧！
我把船借给你们。
”户田康光让家康一行人上船，船出海后假装向东行驶，中途却忽然调头往西，在尾张热田靠岸，并
与织田信秀取得了联络。
“此乃天降喜事！
”信秀大为欢喜，给了户田康光一笔钱后，收下家康作为人质。
后来的《三河物语》作者大久保彦左卫门如是写道：“竹千代少爷（家康）六岁时作为人质来到骏府
”，“以永乐钱①千贯文买下”。
彦左卫门所在的大久保家在德川（松平）家还是樵夫领头时就已跟随其后，世代忠诚，却在德川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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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受到冷遇。
彦左卫门为此十分气愤，晚年时将一腔怒气写成了《三河物语》。
他或许不满出卖年幼家康的户田康光一族后来跟随家康夺天下，由户田氏发出的三家（大垣、宇都宫
、足利）竞皆成了大名，而自家却遭遇冷落。
家康在尾张一住就是两年。
同时，远在三河冈崎，家康的父亲广忠年仅二十四岁便突然死去，作为人质的家康虽不在本国，却当
上了冈崎松平家的一家之主。
之后，由于尾张织田家与骏河今川家有交换人质的协议，于是家康又流落到东方，被骏府今川家换回
。
城主流离在外，三河冈崎城下的家臣们越发心痛他们的幼主，暗自叹息道：“可怜可怜。
”然而家臣们的处境也很悲惨。
此时的今川家不再视松平家为同盟国，而将其作为自己的附属国。
“没有灭掉你们，已经算是客气了！
”今川家以蛮横的态度代为“管理”了冈崎城，冈崎便成为今川家攻击尾张的第一要塞。
骏府派来的今川武士坐上了代理城主之位。
今川武士无疑就是进驻军，三河冈崎武士若路遇今川武士，不得不待其为贵人，让开道路，弓起身子
行庶民与武士之礼。
更让三河人感到窘困的是，今川家不再发放俸禄。
他们个个怨声载道：“今川家过于刻薄。
”有人发牢骚说：“今川家最起码应该把旧松平领地里，哪怕是山里的三百贯土地留给我等，我等冈
崎人也能养活自己，不至于饿死。
”人的残忍之处就在于此。
人类群集，一旦某个集团势力强大，对待弱者冷酷与刻薄，就有如理所当然一般。
有强大的骏河国做后盾，今川家城主及其家臣掠夺了旧松平领地的几乎所有租税，不曾给被保护者冈
崎民众一粒稻米。
冈崎人只得变回农夫，在仅有的土地上耕作粮食，勉强果腹。
奇怪的是，三河人竟然逆来顺受，认为理当如此。
——骏河武士既然保护我们，拿走我们的粮食也无可奈何。
谁让我们三河松平家的势力弱小呢？
弱势群体处事谨慎而谦恭，这在三河人身上也有所体现。
他们平静地忍耐着，若换作做邻国尾张人，那肯定截然不同。
商业这一改变了人类意识的神奇力量，在尾张的土地上兴风作浪。
在此地，仅值一文钱的东西有时能魔术般地卖得百文。
生活在如此世界里的人们，视对命运逆来顺受者为商场上的败兵。
相反，他们相信自己，信奉事在人为，只是个人自信的程度有别罢了。
像信长、秀吉就是典型代表。
尾张人自信，倘若他们遭受了三河冈崎松平家家臣的待遇，定会纷纷逃亡邻国，投奔各处大名，另谋
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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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据读卖新闻社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川家康》作者司马辽太郎高居最受欢迎作家排行榜首位。
司马用一种独特的敏述故事的方法来表现人物，因此他作品中的那蝼人物仿佛都在我们眼前，就像我
们谈论自己的伙伴邶那亲切、可信。
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还足德川家康，莫不如此。
——尾崎秀树(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曾有人问德川家康：“社鹃不啼，而要听它啼，有什么办法?”德
川家康的回答是：“等待它啼”等待卑屈的懦夫用它遮羞，坚强的巨人把它作为跳板：日本战国时代
，英雄豪杰辈出，只有德川家康深深领悟到这个由弱转强的奥秘。
一一柏杨(著名史学家、作家)德川家康一生，无数次面临严酷寒冷的“冬天”，无数次面临生死抉择
．但他几乎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找到一条最佳途径成功突围。
“在等待与忍耐中创造实力”的人生哲学，不仅能给政治人物，也能给所有人带米启发与鼓舞。
当我们在作重大决策时，会承受各种压力，此时最关键的是沉得住气。
即使在最危急的情况下，德川家康都能冷静地深思熟虑，作出正确判断，而且替未来埋下翻本的机会
。
——李政兴(德川家康研究专家)德川家康曾说：“部下过失一概故作不知。
只要唯才是用，就能成为股舷之臣。
著不朽功勋。
”一般说来，主君对人臣往往会因主观情绪，或怨憎侧目，或偏爱褒奖但更容易猜疑自己的手下。
自古以来，能不失偏颇地对待臣子而终其一生的君王少之又少。
而家康一生始终赞彻着“故作不知”的人生态度。
对于曾经背叛自已、举事造反的部下，家康竟能既往不咎，宽以待之，恢复他们原来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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