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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平天国》以虚构的人物连理文为引线，真实记述了太平天国运动从兴到亡的全过程，艺术地再现
了其中许多关键性的历史事件。
作者笔法冷峻，立场客观，意向明确，启人深思。
　　本书亦是作者陈舜臣先生最为偏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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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陈舜臣 译者：卞立强陈舜臣，日本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
1924年出生于日本神户，祖籍福建泉州，后移居台湾，从祖父起侨居日本。
1961年以《枯草之根》获日本江户川乱步奖，一举成名。
此后四十多年笔耕不辍，作品不下百余种，涉及推理小说、历史小说、文化随笔、风土游记等，并成
为日本文艺界近四十年来得奖最多的作家，囊括了“直木奖”、“吉川英治文学奖”等日本文学大奖
。
1992年，陈舜臣获日本文化界的至高荣誉“朝日奖”。
 陈舜臣以历史小说走红日本，其主要著作有《风云儿郑成功》、《鸦片战争实录》、《甲午战争》、
《太平天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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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之夜四十天长梦落日的英雄群盗蜂起到金田村集合目标鹏化山长毛举兵起义进与退琉球通讯我们
已脱离死地打江山永安脱逃桂林攻防战屠城之后南来北往长沙之夏风雨夜去水军诞生火烧黄鹤楼九女
墩京口通讯金陵的早春长江东流长江上的往来上海城的爱憎天京的东与西黄色大地上的红点天王的密
使箭在弦上天下第一塔的倒塌有胜有败天京的悲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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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崎之夜圆圆的月亮把影子映在水里，波浪又把月影荡碎。
微波荡漾，看起来就好似光和水在嬉戏。
“就在这儿分手了。
请上船吧。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么催。
“实在太感谢了！
”连理文慢慢地说。
他的口语还不太熟练。
跟他并肩站在那儿的小伙子，手中提着灯笼。
灯笼的光照着岸边的一只小船。
“没有很好地照顾，请原谅。
”小伙子微微地低头行了个礼。
“正助，你这么年轻，却这么有成就。
真了不起！
”“连先生，你的日语大有进步。
说奉承话也进步啦。
”“哈哈哈！
是吗⋯⋯”“你到日本还不到一年嘛。
”“咱们就再见了！
”连理文这么说后。
登上了小船。
远处的海面上浮现着唐船的黑影。
船夫静静地摇着桨，小船在不知不觉中离了岸。
站在岸上送行的小伙子，把灯笼高举过头。
灯笼的光清晰地映照出他长长的面孔。
他的脸上还残留着少年的面影——大久保正助虚岁刚刚二十。
小船一靠近唐船，连理文就摘下戴在头上的头巾，包在头巾里的辫子松弛地垂落到他的背后。
他面前的唐船好似早就看到他的到来，从甲板上垂下一张绳梯。
连理文就这样在萨摩的坊津海面乘上了开往长崎的唐船。
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情，日本的年号是嘉永二年。
这一年从清国开往长崎的贸易船有八只。
就编号来说，其中第七号船在天草失事。
连理文在萨摩海面搭乘的是第四号船。
在德川闭关锁国的时代，从清国开往日本的交易船必须持有一种称做“信牌”的证明书。
这一年第四号船的信牌名义上写着李亦圣，船主是钮心园。
而实际上的船主是福建厦门金顺记总号的老板连维材。
七年前，由于鸦片战争的结果，清国被迫接受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处港口。
在这以前，清国只把广州作为贸易港。
这和当时日本只把长崎当做对外窗口的情况很相似。
鸦片战争之后，金顺记重点在香港和上海扩大商业活动，总店只不过徒留虚名。
连维材的四儿子理文原来在上海，去年他主动要求派他去琉球。
“哦，要去一年看看吗？
我看也好。
”父亲连维材痛快地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理文是想去一个什么陌生的地方，好把一切都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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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结婚只有一年多。
妻子突病去世。
他的心灵受了深深的创伤。
琉球有着很艰巨的工作，但这正是理文所渴求的。
萨摩的岛津藩早就把琉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通过琉球和清国做交易。
这种所谓的交易采取的形式是，琉球接受清国的册封，为其属国，向清国朝贡。
当然，这样做是受到幕府承认的。
幕府原则上只准许在长崎同清国及荷兰交易，而且要由幕府的垄断机构“长崎会所”来进行这种交易
。
但是岛津藩打进了那里，在日本全国的各藩当中，唯有岛津搞对外贸易，而且拥有“唐物” （从清国
来的进口品）。
文化七年（1810），岛津迫使幕府准许它在长崎出售唐物。
最初在货物的品种上曾受到限制，但岛津硬是扩大了出售的品种。
岛津对幕府的发言权大得很，这是因为岛津的手里有一张王牌，只要它说：“我们这是为了帮助琉球
。
如果不这么做，琉球就会脱离日本国。
”幕府就不得不让步。
不过，岛津是充分地利用了准许参加长崎会所这一特权。
不，应当说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特权。
准许岛津拥有这种特权，原来只是为了出售和收购琉球的朝贡贸易品。
而岛津却偷偷地从事朝贡贸易以外的对外贸易。
其他的藩如果被发现拥有大量的唐物，立即就会受到怀疑。
要想出售是极为困难的。
搞走私贸易，那就要准备倾家荡产。
而岛津藩只要说“这是琉球的朝贡贸易品”就行了。
这就是岛津藩的绝妙的护身符。
利用这个护身符，既可以保证商品来源的合法性，又可以拿到长崎会所这个合法的市场去出售。
走私贸易当然不会有正式的记载。
但是，在琉球搞朝贡形式以外的贸易，在有关方面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唐船停靠琉球，出售唐物，然后购买“俵物” （海产品）运回。
这和在长崎的贸易不一样，它不需要那个麻烦的信牌。
后来唐船不仅来到琉球交易，甚至出现在萨摩海面。
不仅如此，由于同岛津贸易对唐船有利，所以甚至有正式信牌的唐船。
在开往长崎之前，先在萨摩海面或近海的各岛把一部分货物处理掉。
因此，有的唐船进入长崎时几乎已成为一只空船。
包括岛津藩所搞的走私贸易，主要的对象就是金顺记。
连理文就是为这件事去琉球的，另外他还担当同萨摩的谈判。
他所接触的负责人之一，是岛津藩琉球馆的大久保利世。
理文已同利世的儿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照往常的做法，带有信牌的四号船，在坊津卸下了同岛津交易的货物，然后开往长崎。
连理文因到长崎有事，决定就便乘坐这只船。
到坊津海边来送行的青年正助，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当时正助在岛津藩记录所担任见
习书记。
唐船四号船的甲板上传来一阵阵喧天的锣鼓声。
为了庆祝安全到达，举行这种热闹的仪式已成为惯例。
唐船先在港外下碇，听候长崎衙门的处理。
不一会儿，从岸边划出几十只小船，把缆绳拴在唐船上，把它引进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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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港之后，唐船又把刚拉起来的碇放下去。
锣鼓这时又敲打起来。
庆祝安全到达的锣鼓声一停，长崎衙门的检察官和通事们登上了唐船。
他们带来了书写着禁令的木牌，把它挂在桅杆上。
木牌写的当然是日文，由通事把它译成汉语，念给唐船上的人听。
禁令主要是关于天主教的事。
禁令一念完，就办理入境手续——检验信牌，要求出示货物账和花名册。
连理文是在萨摩海面登船的，但在花名册上当然还是写着从清国乘船的。
货物账上要除去卖给萨摩藩的货物，开船之前就已经做好。
因为要事先做账，所以必须要同岛津当局商谈交易的数量。
这也是连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证件之后，就进行那个有名的“踩圣像”的考验。
通过了这个考验，就准许上岸了。
但上岸之后并不能在街上随便地走动。
荷兰人圈在出岛，中国人关进唐人坊。
在元禄⑦以前，中国人在长崎的街上同日本人杂居。
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人不大可能是天主教徒，因而感到放心的缘故。
不过，跟日本人杂居在一起，就有可能进行私人之间的秘密交易。
再加上清国的康熙皇帝任命耶稣会的传教士为钦天监（天文台）的官员，准许被驱逐到澳门的传教士
返回清国——这一类的消息也传到了幕府，因而使他提高了警惕，认为对于中国人同天主教的关系也
不能疏忽大意。
唐人坊建立于元禄二年（1689）。
地点是在长崎十善寺的御药园地（幕府的药草园），面积为九千三百七十三坪。
荷兰人居住的出岛还不到四千坪。
唐人坊比出岛要宽敞得多。
荷兰人一步也不准离开出岛，他们把那里称做“远东的监狱”。
不过，中国人要参拜寺院等时，在官吏的陪同下，还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
这些外国人虽然被圈在一个地方，但允许他们把妓女叫进去，以解除在异国的寂寞。
长崎丸山的妓女中去出岛的和去唐人坊的，都有分工，人们称她们为“挣荷兰钱的”或“挣唐人钱的
”。
在历经劳苦的海上航行之后，要说有什么愉快的事，那就是玩玩妓女了。
“踩圣像”一完毕，商人和水手们都露出喜悦的神情。
在这条航线上经常来往的人当然都有相好的女人，在船主之类的人当中，有人甚至有了所谓的“长崎
老婆”。
连理文也兴冲冲朝唐人坊走去。
他是初次来长崎，当然不会有相好的女人。
使他心情激动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他早一步住进这唐人坊里。
比他大两岁的哲文，不知不觉地已经脱离了家业，专心从事绘画了。
连哲文是半年前从宁波乘船来到长崎的。
这只船以郑朗伯的名义领取信牌，它是这一年的第一号唐船。
有的中国人是以长崎地方长官非正式邀请的形式来到日本的。
商人、船主和水手原则上必须乘原船回去，只能在长崎居留几个月。
但是，被邀请的客人可以不必搭原船回去，获准长期居住。
在医生、画家、文人和僧侣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据说连哲文是由于同行画家的介绍而产生了想去日本的念头。
哲文毕竟是艺术家，他喜欢四处游荡。
他一度曾经决定待在苏州，可是就连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难掌握他哥哥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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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太平天国》是陈舜臣继《鸦片战争》之后的另一部巨作，和其后的《甲午战争》构成他作家生涯的
三部曲。
太平天国这段历史的史料繁杂，但陈舜臣的《太平天国》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写历史小说的原则，即
“史实不可歪曲，但允许作者去想象”。
在他后来的多部随笔、杂记里提及本书，足见他对这部《太平天国》偏爱有加。
——李达章（学者，陈舜臣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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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平天国》是陈舜臣继《鸦片战争》之后的另一部巨作，和其后的《甲午战争》构成他作家生涯的
三部曲。
太平天国这段历史的史料繁杂，但陈舜臣的《太平天国》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写历史小说的原则，即
“史实不可歪曲，但允许作者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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