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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并无写就历史小说的自觉，这是我第一次描写著名的历史人物。
　　每一刻都是与堆积如山的资料的战斗，写作过程中多有疏漏，因此在报刊连载结束之后，我又增
补了八十余张稿纸。
　　我对天璋院的兴趣由来已久。
此前每每翻阅和宫事迹之时，总会思索：&ldquo;德川家的婆婆又是何种立场？
&rdquo;想必这也是因为我到了为人婆婆的年纪吧。
我曾再三感叹，日本是个男性当道的社会，女子对历史作出的贡献几乎没有记录在案。
搁笔之后，我也不禁为社会对女性的忽视而叹息。
　　昭和五十九年初秋　　宫尾登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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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幕府末期，大奥深宫后院内的一位女性，关注着整个时代的动荡和变迁。
她就是德川将军家第十三任将军德川家定的正室，幕末时期的第一夫人，天璋院笃姬。
笃姬来自九州岛最南端萨摩地区的岛津家，只是一个旁系，却登上了幕府将军正室的宝座。
她的一生，既有绚烂如灰姑娘般的传奇色彩，又伴随着无数的波折和坎坷。
丈夫骤然离世之后，笃姬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
她唯一的选择，就是以当时年幼的下任将军之义母的身份，迎接倒幕运动的洪流。

　　然而，倒幕运动的根据地偏偏就是笃姬的故土——萨摩藩。
这就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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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太宰治赏、直木赏、吉川英治赏多项日本重要文学奖得主，她的人生及她的作品，在日本已成为
传奇。

　　宫尾美登子，1926年生于四国地方的土佐（现高知县），母亲本是一名艺妓，生下她不久就离开
了她，父亲经营艺妓仲介所，虽然是领有政府执照的仲介所，但说穿了就是将贫苦人家的女儿引介至
花街柳巷营生的不光彩的行业。
宫尾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心里的感受错综复杂可想而知。
为了离家，她18岁就结婚，随著夫婿远赴中国东北，生活贫困。
二战结束后好不容易回到日本，却又发现自己得了当时视为绝症的肺结核，在调养身体之时，她开始
执笔写作，当年21岁。

　　1973年，她以自己的父母为蓝本，描写夫妇之间缘起缘灭的小说《桌》，获得当年的太宰治赏，
自此仿佛开了窍般，每隔几年都有脍炙人口的重要作品问世，在这一刻之前，她已笔耕二十六年。
她的作品不仅有自己的“身世记忆”，还有日本的“时代记忆”。
除了《桌》，还有得到直木赏的重要作品《一弦琴》，一部以土佐地方的传统技艺一弦琴的传承为故
事主轴，横跨三代家族女性的感人小说。
她的作品几乎每部都被改编为电视剧或电影，除了《天璋院笃姬》，《平家物语》亦被改编为2005年
的NHK大河剧《义经》，由泷泽秀明主演。

　　她写的小说故事情节细腻深刻，人物栩栩如生，对人情世故、人性矛盾处更是体贴入微，无论是
历史考证或技艺的细节都有凭有据，刻画至深，今年已84岁仍创作不辍的她，被誉为是最具时代灵魂
的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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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起程出立樱岛 的景色一日七变。
这是笃姬第一次在寅时眺望樱岛的景色，恐怕也是最后一次。
她在老女 几岛的搀扶下来到庭院。
黎明时分的樱岛，山肩附近被染成桃色，喷出的烟雾纤细，如线香般直上云霄。
方才的宴席上，父亲岛津齐彬赐下了一杯离别酒。
“今日的樱岛分外雅致，仿佛也在庆贺阿笃起程前往江户呢。
为父祝你一路顺风。
”听完父亲的饯别之词，笃姬咬紧牙关，强忍着眼中泪水，用坚强的声音回礼。
齐彬只能送到鹤丸城御书院的房间。
之后，笃姬将在发轿总指挥官-御侧御用人 向井新兵卫-的带领下徒步出城，坐上等候在外城的轿子。
带着朝露的胡枝子花散落路旁。
多达五十八人的队伍静静守候轿旁，等待主人到来。
几岛将笃姬身上红色华服的衣角高高抬起，让她上了轿子。
这顶轿子本是齐彬之妻英姬之物。
为了女儿笃姬此次的江户之行，特地从江户送回。
为了让轿中之人在漫漫长路上有些消遣，轿中的装潢布置煞费苦心。
凭肘几、厚厚的白绢坐垫、绘有花鸟的天花板和格子窗、装有小玩意儿的小橱⋯⋯前方还安装了小巧
的折叠桌，以便饮茶使用。
坐轿子从萨摩到江户足有四百十一里路，就算中途不眠不休，都要走上一个来月。
不过笃姬途中还需在大坂、京师停留数日，前往各家问候拜访，如此算来，一路上至少需要两个月的
时间。
这是嘉永六年（1853年）八月二十一日之事-这日子是费了一番工夫才定下来的。
上上个月的六月二十二日，德川幕府第十二任将军德川家庆驾鹤西归，全国各地都要发丧。
家庆公本该是笃姬的公公，照理说她要等五十天的丧期过了才能动身。
再者，从萨摩到大坂几乎都是海路，正所谓：“舟旅七日出发，九日不得归。
”这是萨摩人历来的信仰，老女几岛坚称古人之言不可不听。
坐船一定要请船夫。
萨摩船夫出海有个习惯，就是要“吃刀豆”。
请人办事，总得照他们的规矩办。
刀豆从顶端开始成熟，慢慢长到茎部，象征“平安归来”，比较吉利。
然而此去经年，笃姬怕是再也无法踏上萨摩的土地了。
从外城出发的队伍，穿过城角箭楼，走出楼门，跨过吉野桥，朝东方进发。
阳光从朝雾中洒落。
队伍沿着护城河内侧转了个弯。
身处轿中的笃姬明白，这是在往今和泉府的正门去。
透过小窗的竹帘，笃姬远远望见了门旁那棵熟悉的松树。
今年春天之前，她还能每天在那棵树下进进出出。
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禁将轿门拉开一寸。
今晨，今和泉乡的领主岛津安艺的妻子阿幸夫人站在门口，在侍从、长兄忠冬、三兄峰之助的陪伴下
，等候载有笃姬的轿子。
然而，行程的安排不容许坐轿落地，只得在门口短暂停留。
阿幸夫人跑去轿旁，突然跪倒在地。
“愿笃姬大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一路平安。
”她低着头，递出一个小包裹。
笃姬胸口一热，接过包裹，探出身子低头说道：“母亲，兄长，请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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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她抬头，向井新兵卫便发出号令，队伍再次缓缓移动。
母亲阿幸夫人尊称自己的亲生女儿为“笃姬大人”，又跪倒在地问了安。
她的头上满是白发。
笃姬将方才那一幕深深印在眼底，把母亲交给自己的紫色绸巾包裹贴在脸颊上。
笃姬很清楚，女儿家总有一天要离开娘家的。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与娘家相隔千山万水。
她将小包裹视作阿幸夫人的替身，摆在膝头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头装着巳年出生的阿幸夫人的守护神本尊-装有一寸大小的金无垢普贤菩萨像的古金襕 袋。
笃姬出生后，虔诚的阿幸夫人命今和泉家的菩提寺 （光台寺）住持打造了一尊申年守护神本尊大日如
来像，作为笃姬的念持佛 。
看着眼前的普贤菩萨像，笃姬仿佛读懂了母亲的苦心。
阿幸夫人与女儿笃姬在命运的捉弄下天各一方。
离别之时，她将普贤菩萨交给女儿，愿佛像能替自己保护女儿安康。
而留在家中的大日如来也会被当做笃姬的替身，每日早晚的祈祷定不懈怠。
眼前的佛像，仿佛诉说着母亲的临别之词。
母亲的心意让女儿感激不尽。
笃姬轻抚着护身袋，随后将其收入怀中。
不久，队伍来到海岸边，将笃姬连人带轿从弁天桥的码头搬上了船。
在到达大隅的垂水地区之前，几岛同意了笃姬的请求，允许她在船头站上片刻。
船划破锦江湾（鹿儿岛湾）的波浪迅速前进，几乎没怎么摇晃。
天公作美，笃姬度过童年时代的今和泉的群山就在船的南方，清晰可见。
笃姬生父岛津安艺忠刚是今和泉家的现任家督，跟重富家的岛津周防、加治木家的岛津兵库和垂水家
的岛津赞岐合称“一门四家”，本是现任藩主岛津齐彬的祖父齐宣之五子，但今和泉家第九任当主忠
乔膝下无子，便依藩主之命，在二十岁时当了今和泉家的养子。
岛津本家始自遥远的镰仓幕府时期，曾担任守护萨摩、大隅、日向三国的职位，其姓氏更由源赖朝 亲
自赐予。
齐彬是第二十八任家督。
六百六十年来，岛津一门平定萨摩、大隅的内乱，“文禄？
庆长之役” 中出兵朝鲜，又曾平定琉球地区，家门长盛不衰。
萨摩藩拥有七十七万石领地，人称天下第二大藩，仅次于加贺（石川县南部地区）的前田家。
强盛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莫过于岛津家并非关原合战之后移封到此地的大名。
而第二十二任继丰有组织地整合了自古以来扎根此地的血族，使其秩序井然，这也为萨摩藩的强盛奠
定了基础。
继丰规定了不同的阶层，将拥有过继资格的本家次子以下男丁分至各家。
首先定下的就是之前提到的四家。
地位仅次于本家；其次是二十一家“一所持”，均是一乡领主，且特别指明由“都城”、“宫之城”
、“花冈”、“日置”四家居首，下设四十一家一所持，五十四家寄合 ，十家平寄合。
以上这些身份的人，皆是“上士”。
由于这一规定的存在，本家家督代代都是血亲，直到现任藩主，纵是从别家过继来的，也都有血缘关
系。
一族以本家为顶点向下延伸，就如同富士山脚下的原野。
人们以“太守大人”尊称藩主，只要到了紧要关头，这些分家就会成为支撑萨摩藩的中坚力量。
今和泉家始于继丰之弟忠乡，被继丰定为一所持，赐予揖宿郡中的小牧、岩本、西方、池田、仙田、
利永各村，共计三千五百余石。
宝历 年间，该家的领地又添了佐多乡的一万五百石，变成一万一千石以上的豪绅。
该家的领地位于萨摩半岛南端，一年四季温暖宜居，本宅位于城下惠桥，别邸则位于岩本村的海边。
船下是碧波荡漾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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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尽头，别邸那棵黑细叶冬青郁郁葱葱，仿佛在远方祝贺笃姬今日的起程。
当然那只是笃姬的想象。
水平线上只能看见一簇低矮的山脉，别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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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并无写就历史小说的自觉，这是我第一次描写著名的历史人物。
    每一刻都是与堆积如山的资料的战斗，写作过程中多有疏漏，因此在报刊连载结束之后，我又增补
了八十余张稿纸。
    我对天璋院的兴趣由来已久。
此前每每翻阅和宫事迹之时，总会思索：“德川家的婆婆又是何种立场？
”想必这也是因为我到了为人婆婆的年纪吧。
我曾再三感叹，日本是个男性当道的社会，女子对历史作出的贡献几乎没有记录在案。
搁笔之后，我也不禁为社会对女性的忽视而叹息。
    昭和五十九年初秋    宫尾登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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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璋院笃姬》编辑推荐：女子之路，只能进，不能退，退则为耻！
创日本大河剧史上最高收视纪录的《笃姬》原著小说！
荣获太宰治奖、直木奖、吉川英治奖等各种文坛大奖，最具时代灵魂的小说家，宫尾登美子，长篇钜
作！
蔡康永热情推荐！
日剧《笃姬》创下的记录：本世纪以来日本大河剧的最高收视率。
幕末背景的大河剧收视率第一名，首次播出中，第一集就同时重播，创造近300亿日元的观光旅游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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