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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在《花之庆次》之前——　　日文小说的翻译，一向是件困难的事。
　　虽然我们总是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都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一员，可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却往
往比想象中大上许多。
事实上，日文翻译的难度，比起欧美语系文学作品来说不遑多让，甚至有所过之。
　　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那种清浅、平淡的风格，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日文的骨髓之中，远如井原西鹤
、曲亭马琴，近如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均概莫能外。
他们的文笔各有千秋，却总有一种特有的味道萦绕在不同风格的著作之间，让人一眼望去，便知出自
日本作家手笔，几乎可称为文化血统。
　　若想在把日文转译到中文的时候，保留这一种“味道”，并不容易。
钱锺书在讨论林纤的翻译时，曾明确对翻译提出一个要求：“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至于读起来不像
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这个标准是相当高的，尤其对日本文学来说尤其显著。
许多译者因为中日文化的传承关系，而武断地认为可以直接取申土风格强行嫁接，浑然不觉两者之间
的差异，以致丧失了本有的风格与味道。
　　如丰子恺所译的《源氏物语》，文字颇为流畅，确实不错。
但我个人的感觉，总有一种看《三言二拍》的错觉，缺少日本平安朝的那种特有的“平安风”韵味。
所以周作人批评此译本“喜用俗恶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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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时代小说，虽然其中也错综交织着大量史实与真实历史人物，内容毕竟属于七实三虚，前
田庆次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离不开小说原作者隆庆一郎呕心沥血的拳拳创作。
    隆庆一郎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如司马辽太郎、井上靖、山冈庄八等知名历史小说家，或许当归过于他
的大器晚成和日后的急逝。
隆庆一郎本是影视剧本作家，作为小说家发表处女作《吉原御免状》是在1984年（61岁），这本交织
着诸多历史谜团的小说一问世便博得了广泛的好评。
隆庆一郎与其他历史小说家最大的风格特点区别在于两点：一是在人物尤其是庶民生活的描写上非常
细致秀逸；二是爱以史料为基础来展开对历史真相天巴行空的想象。
其代表作就是《一梦庵风流记》和《影武者德川家康》  （后者亦由原哲夫先生进行了漫画化），而
前者更是在1989年一举获得柴田炼三郎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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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隆庆一郎(1923—1989)，东京出生。
毕业于东大文学部法语专科。
在学期间师事辰野隆、小林秀雄。
一度从事编辑工作，后于大学担任法语教师。
在辞去了中央大学助教授之后。
用本名池田一朗从事剧本写作。
凭借电影《哥哥》的剧本取得了剧作家协会奖。
84年以《吉原御免状》为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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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倾奇者　　“倾”，极尽；“奇”，新奇、怪异。
倾奇者——极尽新奇怪异之人。
这个词语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酷爱奇装异服、喜欢凭借特立独行的所为制造惊人之举的男子。
　　自很久之前起，这一词语便在我心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二十年前与一位关西电视台的导演有所交集。
他是个毫不起眼、穿着随意之人，年龄大概有四十多岁吧。
年纪轻轻却剃了一个罗汉般的大光头，下巴上倒是留着长长的须髯，却是跟他那张滚圆的孩子脸分外
相称。
这个无论何时都笑呵呵看起来心情不错的小个子，工作时穿的衣服经常是清一色的牛仔装，偶然也会
穿连身的工作服，这身职员般的打扮与导演这个职位倒也十分合衬。
他虽然水平相当不错，人品看来也挺好，但不知为何就是令人觉得难以沟通，不管是言语还是那漫不
经心的态度之中，总是屡屡会产生小小的抵触之感。
老实说对此我有些不满。
　　若是不能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话，工作便不能顺畅地进行下去。
说起来我这个人也有些这样的任性。
因此我寻思着得做一些改善关系的努力，某日对他发出了纯属个人的邀请。
这一天约好了在旅馆的休息厅碰头，我便提前坐在能看到旅馆入口的沙发上等着他的出现。
这是因为，从一个人走进旅馆的举止行为便能大致判断出此人的为人。
　　终于他出现了。
　　可以说我是大吃了一惊。
　　通过旅馆大门、走进大厅后一瞬间停下脚步的他的身影，竟是如此的光彩照人。
　　如今正在撰写本文之际，将近二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了眼前。
　　他身着鲜艳的酒红色天鹅绒三件套，衬衫则是浅褐色，系着一条相同颜色的细皮领带。
看上去个头仿佛像是增长了不少，恐怕是穿了高跟皮靴的缘故吧，靴子同样也是酒红色的。
　　我的文章只怕是不能正确地描绘出当时他给人的感觉。
读者或许会想象成那种乱七八糟夸张之极的服装吧。
事实并非如此。
位于这一身酒红色服装上的是未着一发、须髯飘飘的达摩般的童颜，完全没有夸张难看的感觉，虽是
大异常人，却转而给人以清爽之感，分外漂亮，显而易见是一种大大的“倾奇”。
我仿佛在一瞬间理解了这个男子。
紧接着，一股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真是太棒了。
”　　我发自内心地说道。
他露出了直率的笑容。
　　各位可能会觉得意外的是，这位导演制作的影片画面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华丽，倒不如说是朴素之
极，有时甚至带有灰暗的色彩，然而在那灰暗的画面底下却泛出某种异样的艳丽。
如今的我已然理解，那才是“倾奇者”的究极审美意识之所在。
然而这种暗郁的审美意识很少能被他人所理解，或许正是这一点令他心烦气躁吧。
而这种心情便在人际交往上化为了种种抵触之情，时而又以酒红色天鹅绒三件套的这种方式爆发出来
。
我觉得，与他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相反，这位导演绝不是个自认为幸福的男人吧。
　　“倾奇者”在任何时代都不乏其人。
　　比如在室町时代被称为“婆娑罗”的佐佐木道誉、战国期的织田信长、庆长年间的大鸟逸兵卫、
明历年间的水野十郎左卫门等等，数不胜数。
　　他们往往在拥有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之后，给后人残留下一抹悲伤和飒爽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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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都不能得享天寿。
　　对倾奇者来说，这一看似悲惨的结果或许反而是一种光荣的标志吧。
　　他们也都拥有着高度的文化素养，这种品质虽然有时隐藏在世人看来是粗野不羁的外表之下，但
往往又是处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前端。
他们的人生与凡夫俗子有着天壤之别，正是这种生活不经意间培养出了纤细的审美意识，或许这也是
这个族群之内共通的一种“破灭的美学”吧。
　　最后，我认为他们都受到了世人不当的评价，但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本意也或未可知。
这样的心境实在是奇妙啊。
然而他们的眼光或许正与世俗相逆，反将此看做是一种荣耀吧。
所谓倾奇者的美学，难道不正是破灭美学意识的最高境界吗？
在我看来，他们无一不是《日本书纪》中描写的素盏鸣尊的后裔。
　　“故不可住天上，亦不可居地界，宜速往地底之国，即行驱逐而去。
”　　这便是众神对素盏鸣尊施下的宣告。
　　“是时长雨连绵，素盏鸣尊结青草以为蓑笠，向众神乞宿。
众神日，汝乃躬行浊恶逐谪之人，如何向我等乞宿，遂弃而不顾。
是以虽风雨甚急，却不得留憩，备经辛劳降往下界。
”　　我非常喜欢这句“备经辛劳降往下界”。
学者们在这句话中看到的是一个为人类而苦恼着、堕往下界的神祗，我却只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并以此为满足。
“备经辛劳降往下界”都做不到的家伙还称得上是男人吗？
而为数众多的“倾奇者”们，不管是否了解素盏鸣尊的事迹，个个都毫无怨言，仿佛心甘情愿地用自
己的生涯来实践着风雨之中“备经辛劳降往下界”这句话的真意。
　　第二章 元欲之人　　前田庆次利益（又写作利太），乃泷川左近将监一益的堂兄弟泷川仪太夫益
氏之子。
永禄十二年（1569），他被过继给尾张荒子城主前田利久做养子，本来应继承家业，然而在织田信长
的命令之下，荒子城却被移交给了利久的弟弟前田利家。
利家是前田家的四子，在那个长子继承的年代，这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事处置。
非但如此，利久更是遭到了无情的驱逐。
　　于是庆次年纪轻轻就肩挑起了赡养养父利久一家的重任，从此四海漂泊。
原本他们可以成为利家的食客，但利久想必也不愿接受利家的照顾吧。
而利久的夫人也是对利家怨恨非常，甚至招来了巫女诅咒利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得他们一家更无
法在荒子城立足了。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人生开端，对庆次后来那无欲无求的性格该是形成了多大的影响
。
　　日后庆次曾自名为龙碎轩不便斋和谷藏院忽之斋，并号一梦庵主。
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个“一梦”指的是成为一国一城之主的梦想，但我却认为事实并不会有那么简单。
　　泷川一益乃信长的宠臣。
此人生于甲贺，仿佛生来就该属于战场。
当时使用新式武器铁炮的人还不多，一益却是此中的高手，指挥起铁炮队来得心应手。
信长虽然被称为是史上最早使用铁炮军团的名人，他的名声倒有几分算是托了这个一益之福。
一益正是凭借这样的才能被信长所看中，每当新的战事发生，他总是充当先锋的角色，无往而不利，
可谓是信长军团的杀手锏。
　　泷川仪太夫益氏则是一益部队中惯打头阵之人，自然也是深受器重的勇猛无比之士。
作为泷川一族之人，他的儿子庆次当然不至于受到信长的排斥。
庆次之所以未能继承荒子城，问题是出在养父利久的身上。
　　前田利久可以说是生错在战乱年代的治世之人，荒子虽然被称为城，其实军备荒废已久，与其说
利久是一介土豪，倒不如称他为一位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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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疏于武略的利久不得不委身于其他强有力的武士的庇护。
永禄三年（1560）利久在父亲利昌死后刚一继承荒子城，便投靠了那古屋城的林佐渡守秀贞。
　　这林秀贞本是信长的心腹，原本不该有什么问题，然而在三年前的弘治三年（1557），林秀贞的
弟弟林美作守通胜伙同末森城的信长次弟织田勘十郎信行掀起了叛乱，结果在尾张稻生之战中被信长
亲手刺死，之后信行也遭到家老柴田权六胜家的背叛而死，至此此事貌似尘埃落定，但信长深知杀弟
之恨难消，自此对林秀贞便悄悄存下了戒心。
　　荒子城的家督继承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养子继承必须得到主君的认可，因此利久理所当然地向信长提出了申
请，信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打算把荒子城从林秀贞的势力范围中夺还过来。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挑选自己的心腹——也就是让前田家的四男又十郎利家来继承最为合适。
　　现实便是如此残酷，庆次未犯任何过错就这样遭到了信长的嫌忌。
　　从永禄十二年到天正十一年（1583）的十四年间，庆次和利久一家的足迹在正史或野史上完全没
有留下任何的记载。
　　前田利家在天正九年十月二日初次受领封国，乃是二十三万三千石的能登一国，两年以后的天正
十一年，利久一家终于因为落魄潦倒而不得不回来投靠利家。
但为何不是在利家受封的当年呢？
这其中另有原因。
　　天正十年是织田信长人生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的六月二日，他在京都本能寺遭到明智光秀叛军
猝不及防的偷袭，在大火中自尽而亡。
　　至于那之后的天下政权推移，史有明载，羽柴秀吉战胜了柴田胜家，将信长的天下占为了己有。
　　前田利家和泷川一益起初都是站在柴田胜家一方与秀吉作战的，然而利家在贱岳之战后认清了胜
家的实力，迅速与秀吉缔结了和议。
而泷川一益则在天正十一年正月伊势的战斗中败于秀吉投了降，运势由此一落千丈，最后同年七月在
京都妙心寺剃发为僧，自此不再过问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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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认为倾奇者都受到了世人不当的评价，但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本意也或未可知。
这样的心境实在是奇妙啊。
他们的眼光与世俗相悖，并将此看作是一种荣耀，所谓倾奇者的美学，难道不正是破灭美学意识的最
高境界吗？
　　——隆庆一郎　　云无心以出岫自有一趣。
若心无属于诗歌，月残花谢便也不以为苦。
困欲眠时虽昼亦眠，醒欲起时虽夜亦起。
若无转生九品莲台之欲，便也无堕落八万地狱之罪。
生若尽兴，死也不过寻常事。
　　——前田庆次《无苦庵记》　　在日本历史上，倾奇者与前田庆次始终是一个完整的词组。
这位行为艺术家能够在大历史的视角下仍旧熠熠生辉，这是别人所难望其项背的了。
　　——作家　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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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下御免”的另类男子　　破灭美学的极致体验，生存夹缝中的冒险传奇　　战国第一倾奇者
的任侠与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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