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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织田信长何许人也？
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日本的曹操，日本战国时期的一大枭雄。
全书描述了他的一生，及他所在的时代。
与他同时期的也有不少有才干的人，但是他们都没有达到织田信长的高度。
本书为织田信长个人传记，专为青少年而写，通过记叙他如梦似幻的一生，展现其如樱花煊烂即灭的
辉煌。

　　青少年读此书，不仅能学习织田信长成功的秘诀，或忍，或计，或时，或运，还能从中体会到抓
住时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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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狭长的日本本州岛在中段有一个宽大的突起部，在这段突起部的尖端却又有一个&ldquo;人&rdquo;
字形的凹陷。
尾张国，就位于这个凹陷的顶端。
　  战国时代的尾张国是一个四战之地，是连接京都和关东地区的重要隘口。
这就要求控制尾张国的主君必须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否则虎视眈眈的四邻可以从任意一个方向攻来
，轻松将这个沃土百里、物产丰富的&ldquo;交叉点&rdquo;据为己有。
　  尾张国名义上的主人是室町幕府&ldquo;三管&rdquo;之一的斯波氏，到后来，尾张国的实际权力已
经不复为斯波家所有，斯波家的家主斯波义统是守护代清州织田氏所拥立，只是名义上领有尾张国
的&ldquo;傀儡&rdquo;。
尾张国这块肥肉此时已被织田氏一分为二，领有上四郡的是织田信安，领有下四郡的则是织田广信。
　  这两人并不是有&ldquo;王霸之气&rdquo;的角色，虽说不至于是阿斗，但也不过是仅能守成的小土
豪。
虽然两人整天也喊着要统一尾张，可也只是说得多，做得少。
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尾张僵局的领袖人物&mdash;&mdash;&ldquo;尾张之虎&rdquo;织田信秀出现了。
　  织田信秀的父亲叫织田信定，是织田广信的族兄兼家臣。
可以说，织田信秀的起点是很低的。
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二级家臣，把守护代也给架空了，最终成为尾张国的实际主人。
　  其实织田信秀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很简单，逐步揽权，慢慢蚕食。
　  首先，他靠敏锐的政治嗅觉发现织田广信与其伯父织田左卫门之间有矛盾。
于是，织田信秀开始两边做好人，他一方面跑到织田广信那里，向这位主公表达了自己的拳拳忠心和
对伯父势力太大的忧虑；一方面又偷偷溜到伯父那里，以告密者的姿态提醒：因为您的权力太大，主
公已经对您很不满意了，所谓功高震主嘛！
并且出谋划策说，老爷子您还是爽快些，交出一些权力。
若是你放心我，就让我代管，好处我是不会忘记给您的。
　  织田左卫门并不是有野心的人，他权衡再三，感觉要想保住目前的悠闲生活，还是不要和织田广
信闹得太僵为好，最终同意了织田信秀的建议。
通过这次政治投机，织田信秀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权力。
　  但权力是需要军事实力作保证的。
过了不久，织田信秀又利用另一大将作战失利的机会，靠着自己勇猛的作战能力，再次获得了织田广
信的赏识，掌控了大部分的军事大权。
　  至此，织田信秀开始主持尾张国下四郡的日常军政，而守护斯波氏与守护代织田广信的势力也逐
渐变得弱小了。
到了天文二年（公元1533年）的夏天，织田信秀羽翼已丰，地位已经十分牢固，而这一年才刚刚二十
岁。
　  此外，织田信秀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蹴鞠、他曾邀请日本著名的蹴鞠大师山科言继与飞鸟井雅
纲前往尾张传授球技。
　  山科言继访问尾张后在他的日记《言继卿记》中对此次出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织田信秀主
持了一次蹴鞠竞技大赛，织田广信也赶到了织田信秀的主城胜幡城前来观看。
织田广信是守护代，想看蹴鞠居然要屈尊到臣子这里来，这表明织田信秀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凌驾于织
田广信之上了。
　  到了天文三年，织田信秀已经全面控制了尾张国下四郡的军政大权，成为这里的实际主人。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织田信秀的正室土田夫人在尾张国那古野城生下了嫡长子，幼名吉法师。
他就是日后被称为战国第一人，赞誉者称为&ldquo;革命者&rdquo;、&ldquo;风云儿&rdquo;，诋毁者骂
为&ldquo;暴君&rdquo;、&ldquo;第六天魔王&rdquo;的织田信长。
　  织田信秀一生共生了十二个儿子，织田信长虽为嫡长子，但其实是第二子，其上还有庶出的长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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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广。
　  那古野城本是骏河国今川氏进攻尾张的桥头堡。
几个月前，那古野城主今川义丰大开连歌会，织田信秀也被邀请。
他借机带了一大帮细作混入城池。
歌会进行到高潮时，细作开始四处放火，并高声呼喊：&ldquo;有人造反啦！
有人造反啦！
&hellip;&hellip;&rdquo;今川义丰和家臣们吓得带着妻妾子女落荒而逃，织田信秀则乘机占领了城池，
拔掉了今川氏在尾张国的这个最重要据点。
　  织田信秀得了此城后，从胜幡城移居过来，旋即就得到了嫡长子织田信长，欢喜不胜。
他任命四个得力家臣担任此子的师父和辅佐官。
　  就在织田信长诞生前不久，织田信秀决定在那古野城南方三公里的地方营建一座新城，取名为古
渡。
此城竣工之后，织田信秀就搬了过去，把那里做为自己的主城，而把那古野城让给了这个还在襁褓中
的婴儿。
　  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据说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表现出令人头疼的强横态度，只要奶妈的奶水不
充足，他就会咬伤奶妈的乳头。
短短一个月中就更换了四个奶妈。
并且他性格凶悍，母亲土田夫人有好几次抱着他玩耍，都被他抓破了脸颊。
　  &ldquo;这孩子真是太粗鲁了，简直和他父亲一样。
&rdquo;土田夫人不禁皱着眉头说道。
她是美浓名门的女儿，虽然也出生在武士家庭，但她的举止行为倒更像京城里的贵妇人，对自己这位
乡下丈夫有一肚子的不满。
　  &ldquo;什么话，这不是很好吗？
如果不是有力的武士，又怎么能在这个乱世保护我们织田家呢？
&rdquo;织田信秀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对夫人的抱怨并不在乎，他想要的正是个强有力的继承人，那些朝廷公卿的所谓风雅令人作呕，在
这乱七八糟的世道，只有挥舞刀剑的人才有资格存活下去。
　  稍微长成之后，吉法师更喜爱新奇的事物，蔑视传统的礼仪规条，经常身穿奇装异服，与同龄孩
童游戏角斗，丝毫也没有作为领主继承人的自觉。
除了师父平手政秀、父亲以及某些幼时玩伴外，几乎家中所有人都对这个孩子抱有深深的厌恶感。
　  土田夫人此后又怀上了孩子，很快就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勘十郎，大名织田信行。
勘十郎和吉法师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但行为举止却与兄长迥然不同。
他格外恋着母亲，总喜欢在母亲的怀抱中酣睡。
长大一些后，更是聪明伶俐，温和乖巧，品行方正，深得家中众人喜爱。
土田夫人和家臣们屡屡向织田信秀建言，请求废黜吉法师的继承权。
不知道是出于对嫡长子的宠爱，还是别有想法，织田信秀每次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硬不软地驳回了他
们的意见。
　  吉法师就这样在四面八方的敌视、轻视和鄙视的目光中成长起来。
而尾张国的实际掌权者织田信秀有了继承人，但还没能来得及对外扩张，威胁到来了，三河国虎视眈
眈的松平清康亲率大军大举入侵尾张。
但是很不幸的是，正当他准备出兵时，属下发动叛乱，将其斩杀。
他死后，年仅七岁的儿子松平广忠继承了家督之位。
　  松平广忠幼名千松丸，还未元服的他成为松平家弟八代家督，而继承家督后不过一周，一次针对
新家督的严峻考验就来临了。
　  尾张国的织田信秀见松平清康暴死，继任者不过是个毛孩子，觉得进攻三河国的机会已经到了。
于是他带兵八千杀入三河国，在大树寺布下阵势。
松平广忠的叔父松平信孝和松平康孝闻讯，率领骑兵八百赶来增援，在井田野地区，他二人命令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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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缠白巾，以必死的决心主动向织田信秀的部队发动攻击。
　  自古哀兵必胜，经过一番激战，虽然松平军的八百壮士死伤惨重，但织田信秀的部队也遭受了重
创。
　  织田信秀连松平军的主力都还没有见到，就损失如此巨大，感觉三河国的武士抗敌之心很强，一
时无法将其击溃，而己方劳师远征多日，粮草供应也不继，于是黯然退兵而去。
　  但是织田信秀可不愿就这么便宜了松平广忠，他将三河国主城冈崎城的虚实都告诉了他一向交好
的松平信定。
松平信定接到情报，召集了大批忠于自己的武士，突然赶到冈崎城，乘虚占领了冈崎城的几个核心要
点，把松平广忠一派赶了出去。
可怜的松平广忠同阿部大藏等六名忠臣如丧家之犬，狼狈地逃到了姑父吉良持广在伊势国的领地。
　  天文五年（公元1536年）三月，松平广忠决定夺回冈崎城，他联合了阿部大藏之子阿部定次，向吉
良氏等曾经支持过自己父亲的势力求援，并派家臣和松平信定谈判。
年迈的松平信定再也无心争权夺利，经过一番思量后，同意了侄孙的要求。
　  天文六年，松平广忠终于回到了冈崎城。
自此，家中的老臣扶保着幼主苦心经营，发展基业。
面对织田信秀的强大攻势，他们一筹莫展。
天文九年（公元1540年），织田信秀攻下了松平氏的兴业之地、西三河重镇安祥城，建立了进出西三
河的桥头堡，尾张国的虎爪，已经按在了松平一族的天灵盖上。
　  无可奈何，为了抵抗织田氏的侵攻，苟延家族的命脉，松平广忠不得不向骏河国今川氏求援。
　  织田与今川，两雄在三河国内正面相对的日子来到了。
由于今川氏世代的累积加上今川义元细心管理，今川氏在当时的经济实力超强，可调集投入战斗的兵
员更可达将近六万人，而织田家只能勉强调集出将近一万人。
　  &ldquo;绝对不能让尾张的织田一族迈进三河。
&rdquo;收到松平广忠的求援，一心想在京都插上自己的军旗的今川义元大喜过望，他感觉这是把势力
渗入三河国乃至尾张国的好机会。
他马上派人将松平广忠接到身边，然后打出收复三河国的旗号，筹划对织田信秀的进攻。
　  天文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今川义元召集重兵，大举出兵三河国。
他以松平广忠为前锋，目标直指安祥城。
十天后，今川、松平联军在生田原布下了阵势。
相对的，织田信秀以弟弟信康为前部，自古渡城出发，进入安祥城待敌。
　  气势正锐的织田军，并不打算笼城死守，而是准备破敌于野。
两军迎面在小豆坂相遇，大声鼓噪，杀声震天，正面一进一退的攻防战持续了数刻时间，远道而来的
织田军气力不支，开始且战且退。
今川、松平军哪里容得敌人退却，立刻展开追击，呈现败势的织田军，其后队眼看就要陷入崩溃的境
地。
　  就在这时，织田信秀的弟弟织田信光带着六大战将持枪跃出，担当起殿后的重任，他们大声呼喝
，力战今川前锋，击破敌军军势，追军气焰为之一挫，而在他们的带动下，织田军的士兵纷纷停住奔
逃的步伐，重新整队，逆袭今川追军，此长彼消，战局发生了奇迹般的逆转，织田军一举击败今川、
松平联军，迫使敌人全军崩溃。
　  此次小豆坂之战，凭借&ldquo;七武士&rdquo;的奋战，织田军反败为胜，重挫了今川军的西进意图
，对希望依靠今川势力夺回安祥城的松平氏，也是一记重创。
织田信秀大张七武士的勇名，称之为&ldquo;小豆坂七本枪&rdquo;。
　  小豆坂之战以织田家大胜告终，再次彰显了织田信秀的武力，西三河一带豪族纷纷西投，只剩下
了冈崎城孤悬在织田势力的包围中。
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松平广忠的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了。
　  这个男丁意味着松平家的血脉又能够得以延续了。
松平广忠非常高兴，给他取幼名为竹千代，日后一统日本，创建了江户幕府的英豪&mdash;&mdash;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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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家康就此诞生了。
　  松平广忠不甘心失败，再次试图夺取安祥城，又遭到失败，这反而激起了织田信秀的愤怒。
从此，松平与织田的争执不断，但松平氏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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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年少莽撞、我行我素，在不修边幅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匡正天下的勃勃野心；他，二十七
岁在桶狭间之战以寡敌众，从此名震天下；他，以&ldquo;天下布武&rdquo;为职志，在乱世中所向披
靡，短短数十年间就横扫了全日本。
&ldquo;人生五十年，如梦似幻&rdquo;，这个早早悟透了人生如白驹过隙的人，以超前的洞察力和盖
世的气魄，一手劈开了战国纷乱混战的旋涡，将日本导向统一之路。
他就是&ldquo;第六天魔王&rdquo;&mdash;&mdash;织田信长。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心中的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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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