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可怜的将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可怜的将军>>

13位ISBN编号：9787515101668

10位ISBN编号：7515101660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西苑出版社

作者：萨苏

页数：2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可怜的将军>>

前言

可怜的“活曹操”们（代序）一旦提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曹操”的名字便不免蹦出来。
在崇尚正统的时代，若说某个大臣要做曹操，那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说法，是人民公敌的象征，会引发
全民共诛之、共讨之。
哪怕是老奸巨猾如袁世凯，听到这样的称谓也会谈虎色变。
然而，在日本历史上，却有一大帮神气活现、理直气壮的“活曹操”，这就是幕府时代挂“征夷大将
军”印的日本实际掌权者——将军。
日本的幕府时代始于1185年源赖朝掌握日本政权，从那时候起，这些武家出身的将军们便架空了日本
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以自己的司令部“幕府”作为真正的政府，执掌生杀大权，决定国家事务
，先后建立了镰仓、室町、德川（江户）三朝幕府，每朝均延续数百年。
天皇在这些“活曹操”们面前除了退位当和尚，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表示抗议的手段。
在很长时间里，无论日本国内、国外，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还有个天皇的存在，以至于当幕府将军足利
义满请求明朝册封时，竟然获得了一个“日本国王”这样不伦不类的封号。
直到明治维新，将军们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既然是“活曹操”，按照我们普遍的理解，这些日本的将军们应该是酒池肉林、骄横残暴的家伙吧。
然而，随着描述这段历史的《大奥》等日本时代剧在我国上映，一些相关历史图书也被介绍到国内，
对幕府历史有兴趣的人们逐渐发现，这些所谓的“活曹操”们虽然表面光鲜，但实际上的生活并不是
像黄世仁那么穷凶极恶。
因为没钱修宫室，所以将军们的妃子得像沙丁鱼一样住集体宿舍。
因为怕人行刺，将军的膳食要经过侍从品尝，证明无毒才能食用，于是将军只能吃到冷饭。
因为将军的夫人是贵族，娘家权势大，所以将军后宫的宫女如果攀上夫人的关系可以拒绝将军的临幸
。
因为婚姻与政治挂钩，有的将军被迫考虑娶襁褓中的女婴做夫人。
将军家的厕坑修得有十多层楼那样高，如厕有生命危险。
将军与妃子上床，还必须带两个“电灯泡”。
⋯⋯在日本这个规矩森严的社会里，即便当“活曹操”，这日子也过得实在是可怜。
日前，萨的夫人翻译一本描写日本德川（江户）幕府时代的书籍，让萨充当顾问，无意中发现那个时
代日本的历史里面颇有些事情让人读来忽而莞尔，忽而感慨⋯⋯当然，也有被感动的时候。
于是，便以德川（江户）幕府时代为背景，开始写些随笔，名其为《可怜的将军》，来揭示这些日本
古代首脑们“不是人过的日子”。
不料一发不可收拾，待到写完，竟然已经十几万字了。
于是将其付梓，权作供有兴趣的朋友茶余饭后的消遣。
限于萨水平有限，虽力求言而有据，但其间难免有挂一漏万、史实不清等处，尚请各位读者原谅指正
。
萨苏2012年元旦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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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作者继畅销书《京味九侃》、《北京段子》、《京城十案》和《动物奇案》之后的又一部“
萨苏说故事”
系列作品，以辛辣幽默的笔法和萨苏一贯独特的视角，讲述日本德川幕府（江户）时代将军、正室夫
人以及后宫女官们勾心斗角、爱恨情仇，解析日本民族种种性格的历史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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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萨 苏
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
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著名学者、文史作家。
著有“萨苏说故事”系列：《可怜的将军》、《动物奇案》、《京城十案》、《北京段子》和《京味
九侃》。
他是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优秀原创奖”获得者，是新浪最佳写作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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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十四 夹在两个女武士之间的将军现在看电视，如果出现党的干部收降土匪一类情节
，对方必要摆上一队刀枪林，以测试其胆量。
而影片中的干部必定豪气干云，迎着明晃晃的刀枪漫步而行。
此时，土匪的小头目便会暗中窃窃私语，双挑大拇指，表示没见过这样的好汉——别急，还有最后一
关——一个大胡子土匪此时会跳出来，手提一口上面插着块烤肉的尖刀，横眉面对主角。
那主角呢，毫无悬念地一口把烤肉咬住，却“呸”地一声把刀吐出去，赢得满堂彩。
于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
要说呢，历史上还真有土匪这样干的，我们大院有个四野林大帅手下军官，在川西坝子收降土匪就吃
过刀尖上的烤肉，唯一特别的是据老爷子讲刀尖上挑的是人肉⋯⋯然而，这种有点儿傻气的桥段，千
篇一律这样来，看多了不免厌倦，让人觉得土匪没有创造力。
但织田信长测试荒木村重的时候，手法的确与此类似——谈笑风生的酒宴上，织田忽然抽刀，插上一
个馒头，一刀捅向荒木村重的面门。
措手不及的荒木村重却毫不慌乱，一张口就把刀尖上的馒头吞了下去。
信长大悦收刀，认为此人果然胆大，遂封荒木镇守摄津。
因为这件事，日本的相法中把男人嘴大当作勇猛无畏的象征。
二战中日本海军的名将三川军一，其长相便被形容为“嘴巴可以装下自己的拳头”。
对了，大家不要乱试，别说吃自己拳头，就是一口吃一个馒头也有被噎死的——日本古代的馒头带馅
，类似于今天的包子，和我们现在的馒头不是一个概念。
有这样一个舅舅，江与性格中不免有野蛮女友的倾向。
要说秀忠完全忠于江与，死心塌地，也不是事实。
他曾背着江与与其奶妈的侍女阿静私通，而且偷偷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一直不敢公开承认。
这也不能全怪秀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既没有球赛也没有电影，娱乐活动少得很，男人要是不偷腥，
日子不免过得太难熬。
可是，堂堂大将军敢作敢为，干嘛不给人阿静母子个名分呢？
关键是这江与太狠了。
此前，秀忠也还有和其他女人生下儿子的情况。
据记载，他的长子长丸，其母就不是江与。
结果呢？
此子两岁时因医疗事故意外死亡，而其母亲连名字都没留下来就消失了。
只是根据《德川幕府家谱》，知道她是一名家女（即祖辈属德川家，生于德川家的女婢，类似中国的
家生子）。
这种事推测起来，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对此深感震恐的秀忠又不是傻子，因此，对于阿静和她的孩子始终讳莫如深，终江与之世将她们秘密
隐藏起来，这母子俩才得以保全。
江与在后宫大权独揽，颇有些吕后武皇的架势。
然而，后来成为第三代将军的家光，毕竟是江与的亲生儿子，她干嘛要跟自己儿子过不去呢？
此事说来话长，待我们慢慢道来。
秀忠在后宫的懦弱让有的人看不下去了，于是拍案而起——你管不了自己的老婆？
那我帮你管管。
这话放谁身上，都很难接受，何况秀忠还是幕府的将军呢。
然而，看看说话这人，秀忠也就只好捏着鼻子由着他管。
要替他管教老婆的，就是德川幕府的开山大将军德川家康。
日本战国的老英雄德川家康，对这个不怎么会打仗的儿子多少有点儿看不上眼，让他上位是因为风云
际会，阴差阳错，即便自己退位让他当了将军，家康依然以类似中国太上皇的身份控制着大局。
日本幕府的“太上皇”，真正的招牌叫做“大御所”，都是很有权力的，与我国古代被架空的唐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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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很不一样。
他们往往在儿子继位后还要掌控大局多年。
其实，在封建格局下，这未必不是一个好办法——既避免了子孙为夺嫡相互残杀，又可以扶上马送一
程，协助下一代顺利交接。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德川幕府在换届过程中，一直没有发生过内战。
耐人寻味的是，我国古代的皇权交接也常常令君臣父子均头痛不已，但只有很少的几个皇帝，比如宋
高宗或者乾隆采用过这种方式。
家康是见识过织田信长的厉害的，他可不想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七搞八搞被江与带回她娘家去。
对将军生母权力严格控制的政策，就始自德川家康。
为了避免江与势力膨胀，德川家康要求江与不能自己抚养家光，只能将他交给乳母代为抚育。
可能是被打了冷不防，在家光的问题上，江与还没反应过来，儿子就被带走了。
但第六天魔王家的女性可不是好惹的，待她生了第二个儿子忠长，就咬着牙也不肯交出去了，态度之
坚决，让老将军家康也不得不做出了让步，不得不允许她自己抚养忠长。
两个儿子，一个让别人抱走了，一个自己从小养大，这亲疏之别，决定了江与对两个孩子态度的完全
不同。
在这一阵交锋中，一个威力不亚于江与的女性大杀器不显山不露水地走近了家光的身边，此人就是家
光的乳母春日局。
春日局，原名阿福，“春日局”是后来天皇给她的封号。
早年结婚并生有四个孩子，离婚后应将军征集乳母之命，并中选。
她后来成为江与在后宫最强劲的对手。
一般后宫中女人的矛盾，多源于争宠。
江与和春日局没有这样的矛盾，两人的争斗，一开始就带有政治色彩。
春日局的家世颇为复杂，简而言之，前面说的那位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虽然在日本雄霸一时，却因为
部将发动叛乱而被杀。
春日局的父亲就是叛军中的将领。
所以，从江与的角度来看，春日局是当年杀了自己舅舅信长的逆臣之女，“历史反革命”。
而春日局也是一个极具自负、颇有才能的女子，很有防止江与专权后宫的责任感。
所以两人一相见就有些天生冤家对头的感觉。
被春日局从自己手中把家光（当时的乳名叫做“竹千代”）抢走的江与，将自己第二个儿子忠长带在
身边抚养，几乎把所有的感情都给了这个儿子——自己抚养的孩子当然更觉得可爱。
于是，江与就有了把忠长立为将军后嗣，废掉家光的想法，而且开始实施。
忠于职守的春日局对此寸步不让，想方设法维持家光的世子地位。
两人屡屡碰出火花。
都没有服输性格，巾帼不让须眉的春日局和江与，其对立也就因此不可调和了。
家光自幼病弱，即便是十岁以后，也曾发生因为突然癫痫发作而把周围人弄得惊慌失措的事情。
若是诸侯家有这样的孩子，会产生因此无后的担心，对一个将军来说这简直是致命的问题。
此外，他因为性格内向，说话口吃而沉默寡言，经常连必要的寒暄见礼都做不好。
同是自己所生，与他相比聪明的忠长更能满足江与的自尊心。
以德川幕府初期的时代背景而言，战国时代的遗风仍然很强。
也就是说，嫡长子如果不具备充当继承人的资质，其继承权也可以被废掉。
江与因为钟爱忠长，渐渐在诸侯和家臣面前显示对家光的轻视，以试探重臣的态度。
如果她的计划实现，不但家光本身，而且与之关系密切，为其服务的春日局将来也危机重重。
在不利形势下春日局严防死守，可是形势越来越不妙。
可怜的是夹在中间的家光。
左边看看，这是俺的亲娘，右边看看，这是待俺如亲娘的养母。
你们不打了，成吗？
不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可怜的将军>>

两个亚马逊女战士异口同声。
二十五 春日局的靠山专门写日本后宫八卦而闻名的作家三田村鸢鱼有一次和一名号称“公卿通”的友
人聊天，说起德川家光的保护者春日局老太太，对方慨叹若非春日局，只怕家光的人生会光明许多。
这怎么会呢？
三田村问道，如果没有春日局，家光只怕早就被废掉，淹没在历史潮流之中，根本当不上将军啊。
对方说是啊，但是当上了将军，却失去了父母，哪个人生更光明呢？
想想也有道理，没有精明强干的春日局，换个世子对江与夫人来说根本就是没难度的事情，她完全没
理由去难为毫无招架之功的儿子家光。
这不过是两个儿子中间选哪个的问题，一旦换位成功，他一个十来岁的小屁孩，当妈的能跟他过不去
吗？
江与夫人就两个儿子，一个当了将军，另一个只怕还会多得到些怜惜。
家光没人支持，又口吃木讷，简直就是阿来笔下那个缺心眼的傻子，这种对谁都没威胁的傻子，多半
是做个富贵王爷。
但家光身前挡着一个不让须眉的乳母春日局，帮他抵挡来自江与的明枪暗箭，奋勇保护着他一步步走
向通往将军宝座的大门。
有了单骑救主的春日局，家光和他妈之间，可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那是后宫新旧两代政治势力
的对决。
照大明权相张居正的说法，在政治斗争中，芝兰当道也不得不除。
儿子算什么？
江与夫人和春日局的心中都很明白——政治问题，首先是一个取得胜利的问题，其中不会有感情的空
间。
双方的立场就此变得不死不休。
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屁孩来说，是当将军重要，还是失去父亲母亲更重要？
从家光后来的情况看来，他的心中，一生都在这个阴影下苦苦挣扎。
想一想，如果家光不当将军，是他失去的多，还是春日局失去的多？
这位女忠臣的动机，就不得不让人猜疑两分。
江与和春日局之间的战斗中，最初前者占了上风。
江与有效地说服了丈夫——第二代将军秀忠，使他同意冻结对继承人的确定，实际为让小儿子上位做
好了准备。
同时，加大了对家光的打压力度，只待乾坤一击——多年辗转和亲的痛苦，早已经把这个美丽的女性
变得心硬如钢。
在时代剧《大奥》中，曾经描述了这一场夺嫡之战。
其中，家光的乳母春日局有两段被视为经典的名言，都是她说给尚不足十岁的家光的：“有时候人为
了捍卫权力，会突然变成可怕的恶魔，无论男女都是一样。
”“世间上有些事难分对错，是因为有人逼着你一定要这样做，才能生存下去。
”尽管这不是春日局的原话，但仍然可以让人感觉到在这场争斗中，家光面临何等艰难的局面。
同时，这里面所谓的“恶魔”毫无疑问指的是家光的母亲江与夫人。
从政治角度来说，江与夫人没有错，她对家光的无情、冷漠和折辱，带有一定表演的性质，其目的是
为了让臣下在继承人问题上看清局势，不要错误站队。
但对于自幼与父母分离，渴望父母之爱的家光来说，这未免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当一个孩子明白母亲是迫害自己的“恶魔”，这对他的心灵又是怎样的打击呢？
不知道别的孩子会怎样，性格内向执拗的家光在11岁的时候选择自杀，准备以此作为对父母的最后抗
议。
幸好，日本人自杀讲究用肋差这种很不科学的工具，就算是大人还得要个帮忙的“介错”，他一个孩
子，怎么能玩得转这种行为艺术呢？
在救下还没学会怎样用刀自杀的家光之后，春日局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与其好死不如赖活着，不
如乾坤一掷，拼一个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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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局并没有去发动政变——带一大帮女官举着扫帚和拖把去攻打幕府，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想法；
她也没有试图去说服将军秀忠——秀忠是江与的支持者，听老婆话跟⋯⋯那啥，跟正义走，是其一贯
原则。
当然，她也没有选择去找当时东亚的霸主大明皇帝投诉，中国皇帝还管不着日本将军的家事。
春日局知道，如果说当时世间江与还有一个怕的人，那恐怕就是曾经跟她舅舅织田信长玩过泥巴的德
川家康了。
一般提起一代王朝（日本的德川幕府绵延二百六十多年，是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的开国之主，往
往是顶天立地、伟大光明正确的大英雄，但这位老爷子虽为开国雄主，却也是一个另类的大妙人。
日本战国时代是一个名将英主辈出的时代，最后被德川家康一统江湖，其原因并不是他多么勇猛机智
，最重要的秘诀便是这位老爷子活得长——织田信长没有活过他，武田信玄没有活过他，丰臣秀吉也
没有活过他，等到德川家康的对手或自然或非自然离开人世之后，就轮到他称霸东瀛了。
有人评价“德川家康，便似一介老农。
只要我活着，只要我能活，我便能将世间所有敌人一个个等死”。
因为这个特点，德川家康被冠以一个不甚雅观的绰号——“乌龟”。
如此说来，德川幕府就应该叫做日本历史上的“乌龟王朝”⋯⋯不过，单单长寿并不是家康的取胜之
道，他的胜利，应该归结为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有着“乌龟”性格的德川家康一般不打硬仗，但有一次大概是发了失心疯，竟然和被称作“甲斐之虎
”的武田信玄对上了。
结果用脚趾头也能猜到，“乌龟”被“虎”追着打，跑得比兔子还快。
中间德川家康好容易歇一下脚，在路边摊上吃了一碗红豆大福团子（日本一种点心），猛然间有人喊
武田信玄追来了，吓得老爷子扔下饭碗就跑，老板娘追了好几里地才把钱收回来。
写到此处不觉拍案，难怪日本的女子马拉松成绩好啊，人家这是有传统的！
被老板娘追还不是最狼狈的，最狼狈的是危急时刻德川家康竟被吓到失禁，实在是丢人丢到家了。
然而，这位后来的开国之主却似乎不怎么在意丢人不丢人，还专门让手下把他惊魂未定的样子画下来
。
这种心态，使他能够在强敌环伺下坚持忍耐，不紧不慢，最终迈着龟步走向成功。
对了，那张家康惊魂未定的画像，名叫“颦像”，想来不会有人把这个名字和《红楼梦》里面宝钗对
黛玉的昵称联系起来⋯⋯家康好吃茄子，把看富士山、打猎、吃茄子当作人生三大乐事。
他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活了75岁，相当于今天的95岁，如果不是错吃了有毒的鱼，只怕还要活得长。
若是总结家康的长寿经验，不妨替他编个顺口溜——“人活百岁不稀奇，多吃茄子少吃鱼”。
家康体型肥硕，背后被人称作“狸太公”，闻之也不以为侮。
家康崇尚节俭，一次如厕时草纸被风吹跑，竟追出去捡，被人笑话时候道：“我的天下就是这么省下
来的啊。
”这是不是个有趣的老头儿？
但这个老头对江与来说跟一尊如来佛一般，就算她是齐天大圣也不敢对抗。
问题是她春日局能说动这如来佛吗？
二十六 和狸太公的斗法春日局去见老将军家康，与其说是游说，不如说是吃准了老爷子的脾气。
德川家康何许人也？
形容老爷子的一个著名桥段是“杜鹃”——问：杜鹃不啼怎么办？
答：等它啼。
可见这是何等一个稳健不好取巧的老家伙。
在继承人问题上，家康多半会支持顺理成章而不是独出心裁。
更重要的是，看德川家康对儿媳妇的态度，每次江与夫人有建立根基的机会，老将军都会赶紧去拆房
，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春日局很可能意识到，德川家康内心深处，似乎对江与夫人有一丝惧意。
雄霸天下的老将军怎么会怕儿媳妇？
这一丝惧意估计是来自于对其舅舅织田信长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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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个人是自幼相交的好友和战争中的盟友，但第六天魔王信长的凶悍和野心是家康深深了解的。
事实上，家康的长子就是被信长逼死，家康当时连一句话都没敢说。
但以后几次在他人生关键的时刻，都会不由自主谈起死去的长子，可见这一幕在他心中造成的阴影之
深。
如此，对于带着信长同样血脉的江与，他又怎能不心怀戒惧呢？
考虑到忠长继承将军后江与夫人的地位，家康不打压这个小⋯⋯魔那个啥才怪了。
然而，春日局最初也是吃了闭门羹的，最终想尽办法才谒见成功，终于得到了老将军家康的支持。
这里面其实体现的是德川幕府二元政治的特点。
所谓二元政治，就是幕府的老将军在晚年退居二线，让年轻的少将军继位执政，但老将军仍掌握极大
影响力的政治格局。
这个格局有点儿像垂帘听政，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正常情况下少将军会主持和决定所有政务，并不
需要老将军最后批准。
老爷子是在山的猛虎，平时悠游林下，只有感到毛躁的年轻人可能惹出祸事的时候，老将军才会从后
台跳出来。
要是硬要找一个中国比较类似的时代，大约就是慈禧去颐和园和百日维新失败之间那段儿日子。
春日局找老头子申诉，德川家康的第一反应是不管，这是一种支持儿子执政的表态，并不代表他对于
申诉内容的看法。
这也说明家康是个明白人——假如谁投诉他都热心关注，那秀忠的压力可就大了。
试想，如果你是公司经理，部下和你意见不一致，董事会马上表示关注，那你的感觉也不会好。
在德川幕府，二元政治格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顺利交接，老将军的存在首先是为了保驾护航，在
少将军成长过程中盯着哪个野心家想照儿子后脑勺上给一家伙，第二才是在儿子把事情办出格的时候
出来干涉。
所以老将军不能什么时候都跳出来，什么事儿都管，那样他就没有退位的必要了。
而一旦春日局让老头子明白了这是一个关系到江山变色的大问题，家康自然会跳出来。
估计春日局在这方面是捏准了的——国之大者，唯戎与祀，选谁当继承人就是谁来祭祀祖宗的问题，
当然得重视了。
家康选择了对春日局和家光的支持。
他亲自到江户教训了夫纲不振的秀忠，迫使其打消了废长立幼的想法。
从幼年的表现看，家光的确不如忠长聪明，老爷子支持这个比较笨的这个孙子难道不是不曾犹豫么？
似乎这正是家康政治眼光的体现。
历经风雨的老爷子明白，要保障德川家对权力的掌握，靠跟别人比聪明是不靠谱的。
德川家的继承人不可能每个都是全日本最聪明的，碰上更聪明的野心家怎么办？
最简单的办法是建立一种别人无法窥伺权力的规则。
此时，日本历史上烽火不息的战国时代刚刚结束，在选择一个聪明的继承人和建立一种固定的游戏规
则之间，显然后者更为重要。
一个有规则而且尊重规则的社会不见得是最好的，但至少是安定的，这符合当时日本社会的要求。
江与夫人的谋划，在最后一刻出了问题。
咸鱼翻身，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春日局和家光硬生生扳回了一局。
应该说这一回合的交手充分反映了春日局的政治眼光和手腕，而且丝毫不惧一旦失败会遭到江与方面
怎样凶狠的报复。
其实想开了，本来就是全盘要输的局面，怎么输有什么区别么？
问题是江与夫人也不是省油的灯，被老爷子雷霆一击之后立刻偃旗息鼓。
咦，这也叫不是省油的灯吗？
当然，别人不明白，家康老爷子立刻就明白江与夫人的手段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老小
子，你活得过我舅舅，活得过我妈，不信你还能活得过我？
！
这个⋯⋯江与夫人比家康小30岁，如此题目对老爷子来说的确难度大了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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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老将军麻烦了，钢刀虽快，不杀无罪之人，儿媳妇虚心跟自己学习，能拿这个理由就宰了人家吗
？
靠儿子？
自己的儿子自己还不知道，那是个怕媳妇都快怕出恐韩症的主儿，怎么靠法儿？
靠孙子？
儿子都靠不住，孙子能斗得过他妈？
所谓姜是老的辣，解铃还须系铃人，老爷子自己出的招，最终还得自己破解——《藩翰录》中记载，
就在家康去世前一年，他授意三名德高望重的老臣投入家光门下充任传役的职务。
在他们的支持下，家康去世后不久，家光与隶属于他的60名家臣一同移驻西丸，建立了可以独立运作
的班子。
汉高祖刘邦晚年因太子刘盈懦弱平庸，有意废刘盈而立赵王如意。
太子的母亲吕后闻听，问计于张良，果然得到妙计。
有一天，刘邦与太子一起饮宴，见太子背后有四位形貌不凡的老人。
问后才知是自己当年想请都没请来的四位隐者“商山四皓”。
刘邦一叹，知道太子羽翼已成，只好消除了改立太子的念头。
估计江与夫人得知家康这一手以后，感觉和汉高祖差不多。
春日局在这次交锋中终于占到上风。
然而，江与夫人还有后手。
家光在20岁那年继承父位，成为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
而让位的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则携其夫人江与移住西丸，效仿其父家康担任太上将军。
这时，江与夫人利用其权力做出了一个新的钳制家光的决定——她要为儿子娶媳妇。
当妈的决定给儿子娶什么媳妇，作为乳母的春日局完全没有置啄的余地。
关于家光的婚事，江与策划为其迎娶在贵族公家中门第最为显赫的摄家之女为正室。
她最终选中的是摄家贵族鹰司家之女孝子，订婚后即迎孝子住到自己的寝宫西丸，同吃同住，显然是
要在婚礼前对其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
鹰司孝子比家光要大三岁，这明摆着要造就第二个江与和秀忠的故事啊！
问题是，江与夫人忘掉了，她的儿子身上，也流着第六天魔王的血，内向木讷的背后，也隐藏着无法
无天、敢于为人所不为的基因，而且这种基因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
对于孝子这个硬塞来的媳妇，年岁渐长的家光不肯再任凭母亲摆布，而是采取了针尖对麦芒的态度，
两人从一成亲关系就糟得一塌糊涂。
对孝子来说，更不幸的是，她最大的庇护者江与夫人在家光成亲第二年就病逝了，从此她在后宫的地
位便江河日下。
江与夫人这最后一招未能奏效，原因很多，但孝子想如她控制秀忠一样控制住家光，从一开始几乎就
是不可能的。
首先，孝子很强势，但其相貌虽美却远不如名闻天下的江与夫人，所以她对看惯了老妈的家光吸引力
不足。
须知，美丽的母大虫会让男人目眩神迷，如果母大虫不够美，则男人多半会选择报警。
其次，尽管孝子比家光大，但生长于深闺之中，而自幼经历坎坷的家光，心理年龄和承受能力都要高
于同龄人，当年江与对秀忠既是夫妻又是半个老师的优势不复存在。
最后，眼看着母亲和乳母之间你死我活，招数频出的政治斗争，家光对于身边又冒出一个搞政治的女
人来，心中的厌烦可想而知。
所以，他宁可去找男宠，也不愿意去动大美女孝子。
铃木由纪子在《大奥之奥》中推断，春日局从背后的推波助澜，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使家光和孝子这
本来就不是很相配的一对夫妻矛盾日深，乃至于反目。
与家光不合的孝子也是个有性格的女子，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肯逆来顺受，而是选择与这位将军分居。
尽管名义上仍然是将军夫人，但实际上孝子已经被放逐到大奥的圈子外面了，连死后都没有葬入德川
家的家墓。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可怜的将军>>

孝子的黯然退场，让春日局终于体会到了春风得意的感觉。
老太太不但在后宫独掌大权，甚至代表将军家光到天皇的朝廷去搞外交，可说权倾朝野。
问题是，一转眼家光三十好几了，却依然没当上爸爸，老太太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这家光只
好男色，任是春日局百般为他张罗，竟是对女人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这下子春日局老太太傻眼了——爷，您要是绝了后，让我到地底下怎么跟家康老爷交待啊！
尾  声尾 声德川幕府在家茂之后仍然挣扎了两年。
这两年中，继任将军的是原本呼声极高、素称贤明的德川庆喜。
然而这位“贤君”心胸却远不如家茂开阔，始终没有忘记双方的争位之斗，以至于他登位后排挤胜海
舟，和宫求见也被拒绝。
这位“贤君”先是搞出一个“大政奉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历史教科书），试图以退为进。
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本领，随即途穷匕见，率领大军直扑天皇所在的京都，结果被
打得大败。
虽然前线大败，但将军指挥作战的大本营大阪城仍兵精粮足，而且幕府控制有制海权，可以随时调来
援兵。
当将领们专心准备下一次战役时，天亮时分却发现被战争吓破胆的主公庆喜已经乘孤舟逃跑回江户了
。
毕竟贤明的末代将军庆喜一直只有纸上谈兵的机会。
东晋殷深源，“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久负贤名，年轻时一直称疾不做官，时士嗟叹：“深源不
出，奈苍生何！
”十多年后，才在会稽王司马昱“哀求”多次情况下出来做扬州刺史，并节制诸军北伐。
结果因为不识时务，被打得全军覆没。
英俊喜欢穿军装的庆喜，与之大体相似。
败回江户的庆喜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统治日本十几代的幕府，如今成了众矢之的的“叛贼”，朝
廷的大军正一路披靡，杀向江户。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朝廷一方领兵的正是和宫最初的未婚夫——有栖宫炽仁亲王。
有栖宫炽仁是日本皇室中少见的文武双全人物，和宫一手优美的和歌就出自他的指导。
他与幕府有夺妻之恨，所以是皇室中倒幕最坚决的成员。
在他统领下的讨伐军明显是要置德川家于死地，而落井下石简直是人类天性，昔日威风的幕府，此时
已经落到破鼓万人捶的地步。
仿佛突然发现了救命稻草，德川庆喜请求拜见和宫。
在家茂去世之后不久，孝明天皇也去世了，两个最主要的合作派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幕府和朝廷的战
争一触即发。
因此，岩仓具视曾多次去函，密告和宫尽快脱离幕府，回归京都。
但和宫并没有走。
也许在那一刻，她已经把德川家的命运背负到了自己的身上。
立场是维新派的胜海舟也没有走。
他虽然很不喜欢庆喜，但与和宫一样，为了那个早逝的将军，苦苦支撑着危局，寻求着为德川家找到
一个平和的结局。
德川庆喜的第一次拜见并没有被和宫接受。
这个当初哭着不肯到江户的小萌丫头现在的内心，也许已经比大她十几岁的庆喜更为深沉。
她在等待庆喜确实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只有一个真的没有了东山再起机会的德川家，才有可能获得
生存下去的机会。
当朝廷的大军已经逼近江户的时候，和宫见了庆喜。
随后，她向自己的侄子明治天皇写了一份“叹愿书”，请求天皇赦免德川家。
她同时还给官军的前锋大将，自己的表兄桥本实梁写了一封长信，阐明自己的立场。
那封叹愿书很容易找到，无需赘述，而给桥本实梁的信，更带有和宫鲜明的个性。
和宫写道：“若当家（指自己嫁入的德川家）以朝敌之污名传于后世，以吾看来实为遗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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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予我以悲悯，雪其污名，得使其家门重立，吾愿以身命相求。
⋯⋯万望于官军中斡旋以改其所向，若坐看当家灭亡实为吾极遗憾之事，切请尽快施以援手以保存之
。
我不惜此一命，惟若舍身于朝廷之敌一侧⋯⋯思之心痛。
”和宫在信中表示，若德川家给后世留下朝廷之敌的污名，她认为会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请表兄看在自己的请求上，设法为其洗去污名，则和宫愿以身命相求。
如果官军定要进攻到底，和宫也有着和德川家站在一起，舍弃自己生命的觉悟。
在得知战争不免的时候，和宫把自己作为一个人质，来为德川家求得一线生机。
与此同时，与和宫曾经势不两立的笃姬，也为着同样的目的在奔走。
笃姬家族于官军中最强硬的西乡隆盛有恩。
刚烈的笃姬看不惯幕府男人们的无能，曾怀揣匕首，等待城破自尽，在圣海舟的强烈劝说后才改变了
主意。
政治，本来是一种绝不让敌人翻身的艺术。
但是，在两个本来应该是作为政治牺牲品的女人的努力下，德川家得到了意外的宽大：德川庆喜退位
，家主之位改由六岁的德川家达继承，并为其在骏府保留了七十万石俸禄的辖地。
庆喜此后沉溺于打猎，摄影和射箭，生了21个子女，寿76。
笃姬专心于教育德川家达，她的政治经验对家达影响很大。
后来，日本政府出现危机时，曾公推德川家达担任首相组阁，被家达拒绝。
德川家族则存续至今，仍在日本颇有影响。
和宫选择了回到京都，皇室接回了被迫下嫁的公主，犹如蔡文姬归汉，使她的出嫁和回归对舆论划上
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她离去的时候，把哥哥孝明天皇和丈夫家茂的灵位放在桌上，但走的时候却似乎粗心地只带走了哥哥
的灵位。
这件事曾引发后人的好奇，并推测和宫与家茂并非真的那样有感情。
比如，有一次家茂去京都见天皇，和宫因为感冒并没有送到门外，违反了夫妻之礼。
再比如，家茂在大阪时身边还有别的妾室，说明他的爱情不专一。
实际上，这些看法大多捕风捉影，第一是日本人的典型思维，也许我们会很清楚地理解，真正的感情
并不体现在这些礼仪的场面上；第二则是外国人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产物，作为一个海洋民族，其爱与
性是分明的两个概念。
很少有人注意到，完成了其政治使命的和宫，悄然回到了改名东京的江户，并在那里生活了下来。
她离开时把家茂的灵位留在了那里，如今，她又回到了这块浸透幸福和伤感的地方。
十年后，和宫去世，病因与家茂出乎意料的相同。
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葬我于将军之侧。
”随着增上寺德川家墓葬的开启，家茂与和宫的合葬墓也被发掘。
在打开三层棺椁之后，和宫已化作白骨的遗骸暴露出来。
为墓中几乎没有随葬品而惊奇的人们发现，在屈膝而卧的和宫双臂之间，有一幅小小的玻璃板，那是
一幅明治前期的相片。
在发掘的灯光下人们看到那张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男子，但是，当他们试图把照片拿到阳光下时，上
面的影像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曾推测，这会不会是和宫的第一个未婚夫——有栖川炽仁亲王的像，但看过照片的专家认为不像
，因为照片上的人年纪很轻，而有栖川宫炽仁比和宫年长十二岁，他在照片上这个年龄时，照相技术
还没有传入日本皇室。
答案只剩了一个，那是从未留下照片的德川家茂的影像。
有记载他出征大阪的时候，曾照了相让人快马送给在江户的和宫。
和宫与家茂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算最后的别离仅有四年。
这一瞬间，想起了《黄昏清兵卫》最后主人公小女儿长大后的旁白：“朋江小姐最终成了我们的母亲
，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只持续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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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在天皇和藩势力的战争中，我的父亲被炮火击中，死在了疆场上。
”“我的母亲在战后带我们到了东京和江户，最后幸福地和我的父亲葬在了一起。
”“江户时代，家父的旧同僚和上司现在大部分都名成利就，平步青云。
我经常听到他们说：‘黄昏清兵卫真是个不幸的男人。
’但我不这么想，家父并非渴求功名的人，他决不会自认为是不幸的，他深爱着女儿们，又得到美丽
的朋江小姐的爱，他短暂的人生里充满着美好的回忆，我也因为这位父亲而自豪⋯⋯”也想起了新婚
时妻的话：“不要说一生一世啦，这一天就是幸福。
”一天已是幸福，何况四年，何况死而同衾的永恒。
这位命运不幸的将军，却是无法用“可怜”两个字放在他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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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揭宫廷权斗秘闻，看老萨戏谑德川！
著名学者、畅销书作家萨苏首次解读日本德川幕府二百六十五年执政史和后宫争斗解析日本民族怪异
性格——惊悚、爆笑、变态、感叹：将军叫 “乌龟”？
将军娶了个光头穿袈裟的尼姑？
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为何被称作“狗将军”？
将军还有个非洲妈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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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日本历史上，有一大帮神气活现、理直气壮的“活曹操”，这就是幕府时代日本实际掌权--将
军。
然而，他们却并非酒池肉林、骄横残暴的家伙--惊悚、爆笑、变态、感叹，种种日本民族性格解析，
尽现萨苏笔端。
　　揭幕府权斗秘闻，看老萨戏谑德川。
　　那些日本“活曹操”们的纠结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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