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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原之战》是司马老师的杰作之一，同时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作品。我认为，目前想
要在商界、政界生存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我看完后，深感这样的写作方式，难以说
是历史小说还是商战宝典，抑或是处世学指南。
  ——日本著名作家 田中芳树
  《关原之战》生动地刻画了两大阵营的领袖形象。一个是老谋深算，看似正义之人，
实际上却巧妙地将政权从丰臣家转变为德川家。另一个男子汉，智谋决不逊于敌方大将
，但他始终坚持正义，拘泥原则，误解人心，导致战败。这种交战（商战）在现代日本
社会随处可见，生存于这种组织社会里的工薪阶层，或者从德川康家身上，或者从石田
三成身上，可以发现自家社长的影子。
  ——著名学者、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顾问 梅原猛
  关原之战是日本历***大的战斗，也是决定天下兴亡的大决战。与军事决战性质相比
，政治争斗的性质显得更为强烈。也就是说，如何能拉拢更多的大名？这种政治谋略的
成功与否，决定了关原之战的成败。故此，关原决战之前的一切运作状况，近似于当代
日本选举之前暗中做多数派的工作。司马先生卓越地描写了这种政治与军事复杂交缠的
状况。我一边阅读司马先生的《关原之战》，一边与我多少知道的政坛动向进行对照，
独自点头，自得其乐。
  ——日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京都大学教授 高坂正尧
  司马辽太郎的小说我看的均是原版，个人认为比山冈庄八的好看，尤其是《关原之战
》，是日本战国爱好者不可不读的经典杰作。
  ——骨灰级历史小说迷 我爱大河剧
  自《战国无双2》的石田三成大人处于超绝强化霹雳无敌人气爆升状态开始，已不断
闻说日本的粉丝们疯狂不已地抢购日本历史小说大文豪司马辽太郎老师的《关原之战》
来看。
  ——电子游戏玩家 大一大万大吉  

内容简介

一代霸主丰臣秀吉病逝，天下风云骤起。心藏虎狼野望、表面却俨如笃实农夫的德川家
康伺机问鼎天下。他熟谙人心，对秀吉的正室北政所百般献媚，旨在将视北政所如母亲
的大将加藤清正与福岛正则拉拢过来。
  秀吉生前最信任的干练官吏石田三成，看穿了家康的野心，一心捍卫丰臣政权。三成
虽有出谋划策的高妙智谋，但性格狂傲、正直的他不懂得人心奥妙，时常得罪人，与武
将们矛盾重重。
  家康动用周密的谋略，接二连三拉拢“反三成派”的武将，并于讨伐上衫景胜的途中
，在野州小山的军事会议上，将遵奉秀吉继承人秀赖命令的众将，一举转变成德川家的
私人军队。
  家康的东军与三成的西军在浓尾平原的关原全面铺开，打算一决雌雄。老谋深算的家



康，思虑如何令西军阵营走向崩溃。当小早川军势如崩塌般降落在西军的背后时，丰臣
之世终结，德川之世到来了。
  关原之战是家康夺取天下最重要的一次战役。本书认真详尽地从这场大战的起因写到
终结，通过对人物行为与心理的细致描写，全景展现了关原之战决战前与决战时复杂的
政治与军事状况，刻画了个性丰满的各类登场人物。三成与家康的性情碰撞，岛左近与
本多正信的谋略相当⋯⋯两大阵营间虚虚实实的交战，令读者读来热血沸腾。

作者简介

司马辽太郎，（1923～1996年），日本历史小说家。生于大阪。原名福田定一，其笔名
乃取自“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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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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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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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原之战�上卷
  高宫的茅庵
  如今，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我在少年时代去过近江国的一座古寺。溽热的盛夏里，沿着漫长的石阶拾级而上。古
寺的名字现在记不清了。
  当时，我坐在古寺套廊里纳凉，眼前是一大片繁密的绿叶。其情其景，记忆如昨。那
繁密绿叶的前方，铺展着琵琶湖畔辽阔的平原。
  一位老人把我们领到这里，他用手“咚咚”地敲着套廊的地板，连说带比划，向我们
一群少年讲起了古寺的历史：
  “现在我坐的这个地方，当年太阁殿下曾经坐过，他一身猎人装束。那也是个盛夏里
炎热的中午，像今天一样，汗水都流进眼睛里了。”
  言讫，老人擦了一把汗水。街上的大人们都称这位老人“嫩叶君”，至于他姓甚名谁
，到现在我也一无所知。



  老人举着洋式的阳伞，手摇一柄扇子，身穿被浆洗得缩了水的衬衫和短裤，披着一件
麻布道袍似的外衣。
  “沏碗茶来！”据说秀吉这样命令道。
  寺院深处，有人应声。随之站到秀吉眼前的，是寺院当时的小和尚石田三成。
  这一段传说经常刊载于《绘画物语》等少年杂志上，内容我们了如指掌，老人以为我
们不知道吗？
  现在我要创作《关原之战》这一部人间喜剧或日悲剧，不知从何处写起为好，冥思苦
索、模糊朦胧之际，少年时代领略过的前述情景，像白日梦一样浮现于我的脑际。据闻
，亨利�米勒说过：“此刻你正在思考着什么，即可以从你想到之处写起。”我就这样
展开故事情节吧。
  那位老人所讲的石田三成当小和尚的故事，收录在《武将感状记》中。一般认为，石
田三成在世之时，就有许多插曲逸事在世间广为流传。
  当时，秀吉身为织田信长的部将，刚当上“大名”（诸侯——译者注。下同），被封
为近江长滨城主，年禄二十余万石。秀吉在自己领地内放鹰狩猎，他认为，狩猎活动的
目的是进行领地内的地形侦察，兼能视察民情。不仅如此，秀吉觉得，因为自己平步青
云高升为大名，必须拥有与二十余万石相称的军队和武士。他放鹰狩猎之时，与其说在
乎的是飞禽走兽等猎物，倒不如说更深切关心的，是确认自己领地内是否有名副其实的
人才。秀吉的世袭大名加藤清正、福岛正则、藤堂高虎等人，几乎都是他在这个时期招
募到手的。关原之战�上卷  高宫的茅庵   如今，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我在少年时
代去过近江国的一座古寺。溽热的盛夏里，沿着漫长的石阶拾级而上。古寺的名字现在
记不清了。  当时，我坐在古寺套廊里纳凉，眼前是一大片繁密的绿叶。其情其景，记
忆如昨。那繁密绿叶的前方，铺展着琵琶湖畔辽阔的平原。  一位老人把我们领到这里
，他用手“咚咚”地敲着套廊的地板，连说带比划，向我们一群少年讲起了古寺的历史
：  “现在我坐的这个地方，当年太阁殿下曾经坐过，他一身猎人装束。那也是个盛夏
里炎热的中午，像今天一样，汗水都流进眼睛里了。”  言讫，老人擦了一把汗水。街
上的大人们都称这位老人“嫩叶君”，至于他姓甚名谁，到现在我也一无所知。  老人
举着洋式的阳伞，手摇一柄扇子，身穿被浆洗得缩了水的衬衫和短裤，披着一件麻布道
袍似的外衣。  “沏碗茶来！”据说秀吉这样命令道。  
寺院深处，有人应声。随之站到秀吉眼前的，是寺院当时的小和尚石田三成。  这一段
传说经常刊载于《绘画物语》等少年杂志上，内容我们了如指掌，老人以为我们不知道
吗？  现在我要创作《关原之战》这一部人间喜剧或日悲剧，不知从何处写起为好，冥
思苦索、模糊朦胧之际，少年时代领略过的前述情景，像白日梦一样浮现于我的脑际。
据闻，亨利�米勒说过：“此刻你正在思考着什么，即可以从你想到之处写起。”我就
这样展开故事情节吧。  那位老人所讲的石田三成当小和尚的故事，收录在《武将感状
记》中。一般认为，石田三成在世之时，就有许多插曲逸事在世间广为流传。  当时，
秀吉身为织田信长的部将，刚当上“大名”（诸侯——译者注。下同），被封为近江长
滨城主，年禄二十余万石。秀吉在自己领地内放鹰狩猎，他认为，狩猎活动的目的是进
行领地内的地形侦察，兼能视察民情。不仅如此，秀吉觉得，因为自己平步青云高升为
大名，必须拥有与二十余万石相称的军队和武士。他放鹰狩猎之时，与其说在乎的是飞
禽走兽等猎物，倒不如说更深切关心的，是确认自己领地内是否有名副其实的人才。秀
吉的世袭大名加藤清正、福岛正则、藤堂高虎等人，几乎都是他在这个时期招募到手的
。  却说石田三成。三成幼名佐吉，是居住在近江坂田郡石田村的“村级”武士石田正



继的次子，曾被送进寺院。有典籍载云，三成为了求学修业才进了寺院；也有典籍写道
，他是寺院的“寺小姓”（寺院杂役）。 
十来岁的三成面容干净清爽，双眼灵动清湛，是一个人人见了人人注目观瞧的少年。 
秀吉来到这一带狩猎，口渴得要命，突然走进了寺院。  “沏碗茶来！”   说完，他就
坐在套廊里。佐吉在室内忙乎沏茶。这个少年的父亲正继虽然隐居乡村，家里却世世代
代任“村级”武士，家道殷实。佐吉的衣着想必是挺不错的吧。 
俄顷，佐吉静静地端来了茶水。秀吉在蝉噪声中定坐。  “请用粗茶。”  
佐吉献上茶，秀吉急三火四地喝着，并命令佐吉：  “再来一碗！”   关于第一个茶碗
，《武将感状记》书云：“茶碗很大，盛着七八分满的温茶，佐吉端了上来。”秀吉饮
讫，咋舌感叹：“味道挺好，再来一碗！”他口渴极了，贪婪地喝着。三成沏的茶水，
量也好温度也罢，都恰到好处。  “遵命。”   佐吉退下，这次将茶水沏得较上次稍热
一些，量较上次减半。秀吉一饮而尽，又命令“再来一碗！”这时，他大概觉得这个少
年今后可以重用，便开始观察他。  第三次端上来的，容器是个小茶碗，茶水量极少，
热得烫舌头。秀吉心中赞叹这个少年颇有悟性。  “你叫什么名字？”秀吉问道。  
佐吉细长清秀的眼睛下视，回答： 
“在下家住大人领地内石田村，是石田正继之子，名叫佐吉。”  （此少年不错。）   
秀吉思忖。大概他觉得佐吉长大后可以予以重用吧。接下来，他又问了两三个问题，佐
吉反应敏捷。秀吉越发觉得可心，从寺院住持手里要出了佐吉，领回城里。  秀吉与佐
吉首次邂逅的寺院，有人说是长滨城外观音寺，也有人说是伊香郡古桥村的三珠院。地
点究为何处，无关紧要。 
此外，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史实上说，发生在三成二十岁前后。  在此之前，三成相
当于一个“儿小姓”（在主君身边打杂服务的勤务少年武士），他的俸禄直接由秀吉的
俸禄中拨出。  “今后让他领取正式俸禄吧。”秀吉这样寻思。在此前后，他一手扶植
起来的、曾经和三成相同的勇猛小武士加藤虎之助（加藤清正）年禄四百七十石；福岛
市松（正则）年禄五百石。 
“佐吉，现在我也给你新恩俸禄五百石。你要更加勤奋尽忠！有何欲言）”秀吉问道。
  《古今武家盛衰记》记述的三成，此刻跪拜谢恩：“倘若如此，”说到这里，他抬起
头来。  “宇治川、淀川生长着荻草和芦苇。”他接着说，“河岸的乡民随心所欲割取
这些自然生长的植物，做成苇帘，用途颇多。如果给我权力，我可以对他们割取的苇草
征税，不要五百石俸禄。”  三成自幼生活成长在琵琶湖畔，这一带或许自古以来就有
此惯例，割取湖中芦苇，须向领主纳税。尽管如此，三成能着眼此事，可见他肯定是个
相当谙熟经济的人物。  “能征上多少税金？”秀吉兴趣盎然地询问。  
三成即刻计算了一下，回答道： 
“相当于一万石。我若能获得这项权力，可提供一万石的军事力量。”  秀吉对此人的
头脑感到惊诧。此时三成的同僚加藤虎之助和福岛市松，尚无这种行政工作的意识，只
是一心思考战场指挥、冲杀的智慧。 
（佐吉是个讨厌的家伙，主公为何那般偏爱他）？  他俩可能这样揣想。总之，秀吉喜
欢战功卓著的武将，但更器重三成那样的人才。不知何时，秀吉说过这样的话：“三成
最像我。”  “向割芦苇的人征税，亘古未闻，但此事倒是挺有意思的。我暂且观察一
段时间，先准许你的方案，但万不可难为百姓。”秀吉说道。  三成做事雷厉风行，对
宇治川和淀川从上游到下游的几百里范围内自然生长的荻草和芦苇，规定了每一町（日
本的面积单位，一町约合一万平方米）的征税额，让当地乡民割取，然后销往京都和大



阪一带，获利甚巨。  据说有一次，秀吉率军开赴战场时，对面走来了一支队伍，最前
头的士兵高举着镶有九曜星的军用指挥扇和金色燕尾旌旗。兜鍪、马具披挂装备得灿烂
辉煌，数百骑每人身上都披着金色燕尾旗的标志，静静地压了过来。 
“那是眼生的旗帜，是敌方还是我方？前去打探一下！”  秀吉让使番（传令官）策马
前去确认。结果，竟是石田佐吉浩浩荡荡地运送河滩杂草的大军。史实真伪另当别论，
这是三成很可能干出的事情。秀吉爱三成的这种才能，出兵朝鲜等场合，他责令三成主
管最需要数学头脑的渡海运输事务。  船有四万艘，大军二十万，还有马匹、军粮、马
料、火药、子弹、弓箭等。运输这么多人和军品，首先要调度船只，人和军品运到朝鲜
之后，空船返回日本对马岛，从该处再满载，再驶往朝鲜，尽量减少空船航行海上的时
间。要调度好船只往返，需针对空船和满载船的速度、装货卸货的时间、军船和货船的
比例等，进行复杂的计算。三成运作顺畅，得心应手。运送如此规模的大军，这在世界
战争史上也堪称是罕见的成功。  三成的这般才能，早在他少年时代为秀吉调控茶水温
度的故事和对淀川荻草芦苇征税故事中初露端倪。  三成虚岁二十三四时，被提拔为大
名。这在秀吉亲自恩养的“小姓”（少年武士）之中，并不属于过早的个例。武将加藤
虎之助十五岁成为秀吉的“小姓”，二十五六岁时，由近卫队队员平步青云，一跃成为
年禄二十五万石的九州岛肥后熊本城城主。福岛市松的仕途也与之相似，位居四国岛伊
豫今治城城主，食禄二十五万石。命运的这般变化，并非什么不可思议的魔术，因为织
田信长死后，秀吉立刻成为执掌天下大权的人物。  三成初任大名，身价远比上述两位
同僚低得多，年禄额仅为四万石。然而，他的领地不在四国或九州那样遥远的地方，而
位于近江水口。居于“近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在经济上，对当时的大名三成都
很有利。首先，秀吉要把三成当做自己的秘书官，置于身旁。 
身为大名，必须招募大量家臣。秀吉在大殿上问道： 
“佐吉，把你提拔为大名后，你打算招募多少家臣？”  近江人佐吉说过，依靠荻草和
芦苇，可以承担一万石供养的军队人数。秀吉期待的是，这个才气出类拔萃的三成，肯
定招募了超越寻常数量的大量家臣。 
“一个人。”三成的回答出人意料。这个插曲见诸《关原军记大成》。 
“什么？一个人？”秀吉大惊，追问该人姓甚名谁。  “是筒井家的‘牢人’（“牢笼
人”的简称，指离开主公家、失去俸禄的武士。也叫“浪人”）岛左近。”三成回答。
  秀吉越发讶异，反复思索后，笑着说道：  
“岛左近是当代名士，他岂能来到你这个低身份人的帐下？净胡扯。”  岛左近乃大和
国筒井顺庆帐下的侍大将（独立指挥一支军队的将领），是交战和谋略的天才。秀吉还
记得当年山崎会战之际，岛左近作为顺庆的使者，来过阵中。  岛左近在顺庆帐下，年
食俸禄一万石。顺庆故世，筒井家改封，赴任伊贺国（今三重县西部）。此时岛左近沦
为浪人。  不知何故，后来岛左近隐居近江犬上川畔的高宫乡。高宫是一片田园，位于
今彦根市南约四公里处。当时，那里有森林与河流，是个美丽的村庄。 
——岛左近结庵于高宫。  年轻的三成刚被提拔为大名，听到这个消息，便带领数人，
一顾茅庵。岛左近曾是统治大和一国的筒井家侍大将，面对三成登门求贤，他当然没给
好脸。  “你想招募我吗？”岛左近瞠目惊诧。  
（好你个不谙世故的嫩小子，刚当上大名，大喜过望昏了头，才跑到我这里来了吧）？
  转瞬，左近又这样犯嘀咕。他打算让三成喝杯茶之后，就下逐客令。   茅庵旁流淌着
犬上川，可以钓到小小的香鱼。左近一开始或许打算谈些垂钓的乐趣，待火候差不多了
，就打发他们回去。  左近久经沙场，遍体伤痕，那每一道伤痕里都埋藏着这个战国人



物的阅历。最新的伤口是天正十一年（1583年）五月攻打死守伊势龟山城的泷川一益时
留下的弹伤，皮开肉裂，尚未愈合。  “哎哟，从京城专程莅临茅庵，不胜感谢！想招
募在下为家将吧？但如今在下早已厌倦了尘世。”  这位自永禄、元龟年间以来戎马倥
偬、名震天下的老将，说出的话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左近委婉谢绝了三成这不
合身份的恳求。而三成见了左近的仪表举止，愈发渴求这位人物。  “恳求屈就。我深
知拜将军为家将，实属僭越之望。尽管如此，我仍须这般拜托。”三成低头叩拜恳求。
  “倘拜将军为家将，甚显荒谬，可否拜将军为兄长，在我身旁，尊意如何？”  
“兄长？”  左近没有答应。说到底，在语言表达上，他不愿与三成结为主从关系。三
成竭尽全力劝说左近。他自我介绍说，自从当秀吉的儿小姓以来，多次驰骋战场。特别
是在堪称秀吉问鼎天下一役的“贱岳会战”中，自己立下的军功，仅次于加藤虎之助和
福岛市松等武将的“七杆枪”。  然而，一无论怎么说，三成也不是一个在战场的血雨
腥风中能做到纵横驰骋、能进能退、所向无敌的名将，他希望取左近之长补己之短。三
成大概觉得，如果自己的行政才能与左近的军事才能强强联合，必然无敌于天下。三成
的此一番劝说，与其说旨在器重、收买左近，毋宁说想令左近认可三成。三成希望得到
左近的尊重。  “将军若不愿当兄长，那就请做良友吧。”   三成又说道。  
这种求贤的做法，很可能古今未有。  “结果如何？达成了何种协议？”秀吉问道。   
“哎，”三成平心静气地回答，“他不是我的部下。左近这样的人物，不会轻易来到我
的帐下。于是，我用约占从主公手中拜领的俸禄一半的一万五千石，将他招募来了。”
  “啊？”   主从的年禄，分不出明显高低。秀吉哈哈大笑。他越发觉得三成的奇想酷
似自己年轻时的做法。于是，秀吉喜爱这个年轻人的心情，又加深了一层。  三成如此
这般费尽心机，求得了左近。三成心里明白，自己不是一个甘于小成的男人。三成青年
时代就胸怀大志。当然，纵然是这样的三成，当时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将来会参与和德川
家康分割天下、一决雌雄的大战。  不，或许他已经预料到了。秀吉打下了江山，然而
，他没有能够坐江山的儿子。于是，秀吉一死，必然骤起战乱。若说聪明精敏的三成对
这一点没有预料到，那是绝对错误的。  作为证据，我们可以仰望一下三成与左近联手
筑起的、平素居住的城堡——佐和山城。那座城堡巍然屹立，高耸入近江的长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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