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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战国系列：大清崛起》是司马辽太郎长篇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以前所未有的新颖角
度&mdash;&mdash;从一个普通日本人的视角，解读了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在书中，&ldquo;鞑靼&rdquo;一词是指古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人。
　　生于日本平户的武士桂庄助，奉主人弥左卫门之命，将从海上漂流来的满族公主艾比娅送回国，
想借此开辟平户与女真的贸易交流。
历经艰难险阻，两人终于到达女真人的首都沈阳，但迎接他们的却是索取性命的三尺细绳。
为保护心爱的女人，桂庄助假称是艾比娅的丈夫，随后被任命为日本差官，和清朝的上层有了密切接
触，目睹或亲历了宁远之战、皇太极即位、大清入关、定都北京等一系列历史事件。
　　司马氏以桂庄助的所见所闻为基础，运用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关于满蒙的知识，又加之以对满蒙文
化和汉文化的好奇心、憧憬和遐想，气势恢宏又笔法细致地描绘了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刻画了许多
重要的历史人物，如郑成功、睿亲王多尔衮、陈圆圆等，是一部独特的明亡清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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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马辽太郎（一九二三&mdash;一九九六）　　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
生于大阪，原名福田定一，因敬慕司马迁及其《史记》而更名&ldquo;司马辽太郎&rdquo;，取&ldquo;
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rdquo;意。
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学校蒙古语科。
一九四六年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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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开始专业作家的生活。
　　司马辽太郎开创了全新的写史方法，被称为&ldquo;俯瞰法&rdquo;，即从高空俯瞰大时代、从历
史长河观察历史断层、从大历史中审查英雄人物的创作手法。
他以谐趣的笔法还原历史，用鲜活的文字将史料中的生硬形象变得活灵活现，将残酷的政治、权谋与
运筹帷幄写得妙趣横生，给人以独特的阅读体验。
　　　司马先生一生作品无数，代表作有《项羽与刘邦》《坂本龙马》《德川家康》《关原之战》《
鞑靼风云录》等，先后斩获直木奖、菊池宽奖、大阪艺术奖、每日艺术奖、文艺春秋读者奖、艺术院
恩赐奖、读卖文学奖、朝日奖等，&ldquo;各项大奖仿佛专为他而设&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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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平户度岛怪事老财神鞑靼公主出航北上皮岛漩涡天祥先生波涛彼岸满鞑子之地走向大汗之都去沈
阳宁远城大汗之死沈阳城大汗皇太极澡塘子征尘再向北草下卷偷袭水门围困北京城闭关锁国清朝问世
清帝驾崩睿亲王人质郑成功苏州夜雨福良睿亲王的房间北京的妖怪们明帝自杀使者唐通陈圆圆向东派
遣密使使者往来大会战进入北京城北京的五月三千世界女真人的来龙去脉写给文库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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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写给文库版　　我从小就喜欢&ldquo;鞑靼&rdquo;这个词，它既是民族名，又是地名，但是在现
实中这个名称已不存在。
　　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形象在我脑海中闪着银色光芒，像夏日的白云，逐渐膨胀高大起来。
人们的打扮都很特殊，有时看起来甚至很奇怪。
但是他们的动作敏捷，像飞鸟儿一样一刻也不停留，而且人人都很勇敢。
　　按照明朝的辞书《字汇》上说，鞑靼的鞑来自&ldquo;挞&rdquo;字，表示鞭打的意思，是根据扬
鞭策马的形象创造出的汉字。
这个汉字最初出现在《唐书》的&ldquo;沙陀传&rdquo;中。
　　蒙古的元帝国灭亡，明朝兴起。
《明史&middot;鞑靼传》中写道：&ldquo;鞑靼即蒙古，故元之后也。
&rdquo;这是汉族对蒙古人的称呼。
据说这一称呼始用于8世纪到13世纪初蒙古的一个部族塔塔尔（Tatar），后来泛指全体蒙古人。
　　顺便说一句，塔塔尔这个词以波斯语为媒介传到欧洲，那儿叫塔塔尔或塔尔塔尔。
　　总之，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流域游牧的塔塔尔族的名字，变成了北亚全体游牧民的称呼，进而发
展成泛指13世纪成吉思汗的民族。
　　但是在这部作品中出现的民族，不是曾出没于世界史的百老汇大剧场舞台的鞑靼（塔塔
尔&mdash;&mdash;蒙古人）。
　　这里把散居在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山间和河畔的一个质朴的小民族叫做鞑靼。
提起他们，蒙古人会说：&ldquo;啊，那些养猪的家伙啊！
&rdquo;　　汉族自古以来把他们称作女真人，有时也称作满洲。
　　他们依靠在山里狩猎或下河打渔维持生活，而不像蒙古人那样游牧。
糟糕的是他们一直经营蒙古人蔑视的粗放式农业，所以要养猪。
游牧民族不养猪，也瞧不起养猪的民族。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能带着猪在草原上疾驰的缘故吧。
　　如今他们虽然在中国被埋没，但是我给这个光辉灿烂的小民族大胆地冠以&ldquo;鞑靼&rdquo;的
名称，这是因为我沿袭了日本江户时期的称呼。
　　居住在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越过长城，进入中国内地是在1664年，东方史称之为&ldquo;满
清入关&rdquo;。
　　这在日本相当于江户初期。
当时的日本人知道中国明朝，却不知满清是什么。
　　日本人在这一年漂流到此地。
　　越前三国码头的船长竹内藤右卫门等五十八人，乘船向松前即北海道航行，途中遇难，漂流到女
真地沿海州泡谢特湾（现为俄罗斯领土）。
十五个幸存者受到&ldquo;清朝&rdquo;的热情保护，所以能够目睹这一世界史上的事件。
　　后来他们被带到刚刚被清朝定为首都的北京，第三年经由朝鲜被送回日本。
根据他们的讲述写出了有关漂流和见闻的记录，这就是《鞑靼物语》。
书名有时也写作《异国物语》或《鞑靼漂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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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女真人的兴起到他们入关前后，人和事都很坎坷曲折。
　　在写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完全被他们那种气势所折服。
　　&mdash;&mdash;著名历史小说家 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的小说有一种从天空俯瞰大时代动态
的特质，这与他毕业于蒙古语科有很大的关系。
沙漠民族为了辨识方向、寻找水源，更关心视界以外的世界，因此总是将视点如老鹰般高悬在天空中
某一点往下俯瞰。
　　他晚年的代表作《鞑靼风云录》便是运用&ldquo;俯瞰法&rdquo;进行创作的典范。
该书以一个日本人的视野见证了在&ldquo;马背上的民族&rdquo;的领导下，大清的建立与崛起的曲折
过程，为明末清初的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考范本。
　　&mdash;&mdash;文学评论家 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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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有史以来历史小说销量排名第一作者　　司马辽太郎长篇小说巅峰收官之作！
　　首次以日本人的视野精准解读明亡清兴历史大变局　　见证大清帝国建立与崛起的曲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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