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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昨夜，幸村想来想去，推测阿江和弥五兵卫唯恐这是最后的机会，
　　便拟定了暗杀家康之计，前来相告，希望征得允准。

　　这固然跟事实略有不同，但幸村不愧是深谙草者真髓的左卫门佐
　　真田幸村，确实看穿了阿江他们深藏的想法。

　　“我不知道那一天会不会来⋯⋯但是，父亲和我想要的是挥兵打
　　败关东大军，一洗关原之耻，证明天底下尚有真正武士。
我们要的，
　　就是此事。
”
　　阿江呜咽着，跪了下来。
她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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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日本最杰出的小说作家之一，谙熟史事而又自有创见，跟司马辽太郎合称日本文坛的两大“太郎
”，人称日本之金庸、高阳。
其作品构思奇崛，兼具历史小说的恢弘磅礴和剑侠小说的慷慨激昂，读来只令人心驰神往，血脉贲张
，一直被读者深爱，主要著有“剑客生涯”等三大系列和展现德川幕府最强宿敌——信浓真田氏之风
云经历的一众作品。
日本放送协会曾将池波“真田故事”之集大成者《真田太平记》隆重推出，开“NHK新大型时代剧”
之全新潮流，反响空前热烈，至1998年更由政府设立“池波正太郎真田太平记馆”以表彰其辉煌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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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别离　  第壹话　  伊豆守信幸从大坂城返回伏见真田府邸，讲述了晋谒德川家康的情形。
　  &ldquo;竟然真会有这样的事！
&rdquo;　  铃木右近似乎非常震撼。
　  他所讶异的不是家康饶了本家真田父子性命一事，而是信幸岳父本多忠胜的那股豪迈气概。
此人竟不顾自身安危，坚持对女婿伊豆守信幸尽武士道义！
　  这当然不是简单的道义。
　  本多忠胜大概是非常欣赏真田信幸的吧？
　  &ldquo;从沼田赶来的路上，我当真觉得父亲和弟弟这次肯定难逃一死&hellip;&hellip;&rdquo;信幸大
有如释重负之感，&ldquo;总之，肩上的重担算是卸下来了。
&rdquo;　  &ldquo;您费心了！
&rdquo;　  &ldquo;太好了&hellip;&hellip;总之，太好了！
&rdquo;　  信幸的双眼罕见地湿润了。
　  &ldquo;是啊&hellip;&hellip;&rdquo;　  铃木右近亦然。
毕竟真田昌幸就像他的再生父母一样，而左卫门佐幸村打小便用&ldquo;小白兔&rdquo;来称呼右近，
爱他有若幼弟。
　  眼前的铃木右近威猛健壮，全不见半点&ldquo;小白兔&rdquo;的样子了。
　  &ldquo;那，以后会怎样呢？
&rdquo;　  &ldquo;恐怕会把他们流放到高野山吧。
&rdquo;　  &ldquo;高野山&hellip;&hellip;&rdquo;　  右近的神色似乎更舒朗了。
一想到宇喜多秀家后来被流放到大海彼岸的八丈岛，右近便觉得真田父子的境遇挺不错了。
　  真田昌幸曾几次向高野山的莲华定院布施，幸村住大坂时亦两度去高野山拜访莲华定院。
所以，他们父子暂时可去该院安身。
　  高野山在纪州（纪伊国）境内。
关原之战前，纪州由太阁秀吉之弟秀长治理，秀长亡故后则由其养子秀保接管。
怎奈秀保没几年就死了，自那以后，便只由秀长的重臣桑山重晴把守纪州的国府&mdash;和歌山城。
关原一役之后，以主力之姿浴血奋战的浅野幸长获赐和歌山城，封地三十七万四千石。
　  如此说来，被押送高野山的真田父子会受到浅野幸长的监视。
　  对信幸和右近来说，这真是机缘巧合。
　  幸长之父浅野长政是深受丰臣家大恩的大名之一，颇得秀吉信任。
去年秋天，秀吉殁后天下大乱之际，他因有蓄谋暗杀德川家康之嫌，被幽禁于武州（武藏国）的八王
子地区。
惟其如此，其长子幸长才会去关原&ldquo;殊死奋战&rdquo;的吧？
　  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浅野父子对真田家抱有好感。
因之，他们不太会对来到高野山的真田父子行不利之事。
　  若能逃得一命，父亲姑且不论，左卫门佐没准会再度立身出世&mdash;真田信幸揣着微渺的希望。
　  本多忠胜似乎也是这个意思。
他对信幸说道：&ldquo;就先忍三年吧！
&rdquo;　  待家康和秀忠的怒火平息，信幸再将父亲、弟弟领回，给幸村五千石甚至一万石的俸禄，
让他安身立命，这未必没有可能。
　  &ldquo;那，他们几时动身去高野山呢？
&rdquo;　  &ldquo;尚未明确定下，但年内肯定会离开上田吧&hellip;&hellip;&rdquo;　  &ldquo;是啊！
&rdquo;　  &ldquo;恐怕咱们会担任押送一职。
&rdquo;　  &ldquo;确实。
&rdquo;　  负责押送真田父子从上田去高野山的是德川家的部队，但真田信幸肯定要派一支队伍随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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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有何不测，他们将被问责。
　  针对指挥这支队伍的人选，信幸问道：&ldquo;右近，你来担任，如何？
&rdquo;　  &ldquo;我很高兴效劳。
&rdquo;　  &ldquo;那就交给你了！
&rdquo;　  信幸命铃木右近先行返回沼田。
他办事谨慎，唯恐有何纰漏，故让右近先去联络一下，着手准备押送事宜。
　  虽然只是联络，却不容有半分疏忽。
上田城目前正由德川军监管，所以办事有失周全之人根本不足为靠。
　  真田父子带去高野山的家人和侍从的人数、人选，都要征得德川家康许可。
　  现下，昌幸和幸村都是戴罪之身。
　  &ldquo;虽然不能公开说&hellip;&hellip;&rdquo;铃木右近边给信幸斟酒边道，&ldquo;但老爷肯定是
一肚子火吧&hellip;&hellip;&rdquo;　  他的意思是说，真田昌幸只怕兀自愤懑着西军那惊人的败北。
　  铃木右近似乎觉得关原之战西军本有获胜之望，哪知竟输掉了。
　  &ldquo;嗯&hellip;&hellip;&rdquo;信幸微微一笑，&ldquo;我从一开始便不认为能胜哟！
&rdquo;　  &ldquo;话虽如此，总归是&hellip;&hellip;&rdquo;　  &ldquo;都过去了。
&rdquo;　  &ldquo;是&hellip;&hellip;&rdquo;　  &ldquo;明后天回趟沼田吧？
&rdquo;　  &ldquo;明白。
&rdquo;　  &ldquo;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rdquo;　  &ldquo;是。
&rdquo;　  第三日早晨，铃木右近忠重带着三名随从，从伏见府邸动身前去沼田。
　  第贰话　  铃木右近和三名随从策马离开伏见，路经京都。
　  京都的二条大街上同样有真田府邸。
顺路去那里传达伊豆守信幸的指令之后，四人稍事休息，便离开了京都府邸。
　  是日一早如寒冬般冷彻骨髓，天空乌云密布。
右近一行来到三条大桥时，乌云间依稀有日光洒下。
　  片刻之前，堪称京都门户的三条大桥的桥头尚有一队东军警戒，这会儿却放松了。
　  天正十八年，丰臣秀吉决定攻打小田原时命令重建三条大桥，理由是那里要通行大军，所以桥体
要用石头建造。
　  铃木右近要从西岸去东岸，上桥之后，突然惊呼道：&ldquo;咦&hellip;&hellip;&rdquo;立刻命随从们
驻足等候，跟着便翻身下马，摘下漆笠。
　  自东岸登桥的人中有一名武士。
那是一名行旅武士，身着轻便的旅行装束，背负窄长布包，斗笠带子垂挂至长刀刀柄一带。
　  &ldquo;哎呀！
&rdquo;那武士对靠近了跪下的铃木右近笑道，&ldquo;久违了！
&rdquo;　  此人正是柳生五郎右卫门宗章。
　  &ldquo;恩师&hellip;&hellip;&rdquo;右近唤道，双手摁住桥板，&ldquo;这真是意想不
到&hellip;&hellip;&rdquo;　  &ldquo;哈哈哈&hellip;&hellip;&rdquo;　  &ldquo;我很思念您。
&rdquo;　  &ldquo;好了，快起来吧，搞得路人都以为出事了呢。
&rdquo;　  &ldquo;是&hellip;&hellip;&rdquo;　  &ldquo;来，起来吧。
起来，起来吧。
&rdquo;　  &ldquo;是。
&rdquo;　  九年前&mdash;天正十九年，铃木右近因侍女阿顺一事，未能随真田信幸出征朝鲜，故而逃
离沼田。
他当时尚是十八岁的少年。
翌年冬日将尽之时，他在江户被三名浪人包围，眼看着就要被对方斩杀，危急中幸得路经当地的柳生
五郎右卫门出手相救。
二人后结缘为剑术上的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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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生五郎右卫门那年二十六岁，如今三十有五。
铃木右近则是二十七岁。
五郎右卫门将右近留在柳生乡，再度出门旅行，此后几乎每次回来便又会匆匆离去。
后来，右近回到了旧主真田信幸的身边，再未见到五郎右卫门。
　  五郎右卫门正当壮年，却是双鬓染霜，尤其是他的浓眉几近变白，让右近甚是瞠目，然而其脸色
倒是跟年龄相称，健硕的身躯亦同昔日无异。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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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读者对历史小说家池波正太郎所钟爱的程度，好比是中文读者之对于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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