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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兵的时刻到了！

　　他们肯定绷紧了神经，哪知幕府却一直没给出指示。
他们万万想
　　不到真田幸村会逃离九度山。
真田昌幸死后，浅野家早就不将九度山
　　当回事了。
毕竟，昌幸生前，这对父子尚且看不出有离开九度山的念头。

　　这足以说明当时的真田幸村是何等低调。

　　幸村一直被昌幸的光环遮着，没有光辉的战绩。
上田攻防战中，他所表现出来的骁勇和智谋都被众人当成了其父昌幸的才华。

　　昌幸死后，别说浅野家，就算是德川家康和幕府都没有重视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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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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且元退去　　第壹话　　中原丈助来报信的次日夜晚，草者小助悄悄离开了高台寺。
　　当日午后，小助打扫中庭之时，恰逢高台院遥遥自走廊现身。
见高台院带着两名侍女出现，小助慌忙放下扫帚，跪地请安。
　　“哎呀，小兵卫⋯⋯”高台院微笑道，“好久没见到你了。
”　　“是。
”　　“抬起头来，让老身瞧瞧。
”　　“是⋯⋯”　　小助抬起头，仰视高台院，不禁暗自感慨。
　　（好憔悴呀⋯⋯）　　加藤清正、浅野幸长生前，高台院曾借助他们，千方百计推动大坂和关东
的和解，反观如今⋯⋯　　在深渊般的无奈中空虚度日，她面容寂寥亦是理所当然。
她是年七十有三。
　　十年后的宽永元年之秋，高台院撒手人寰。
　　“哎呀，脸色不错嘛⋯⋯”　　“托高台院大人洪福。
”　　小助跪拜行礼。
高台院点了点头，转身朝佛堂走去。
　　小助来这里住了好些时日，此时不免感慨万千。
　　（谢大人厚爱⋯⋯）　　他默念着感谢之辞，眼圈渐渐红了。
当夜，小助轻而易举溜出了高台寺，径直奔向下久我的忍宿。
　　当时，片桐且元刚刚从京都回到大坂，正打算回府歇息。
　　他看了黄历，觉得此日不吉，故打算明天再向丰臣秀赖和淀君禀报情况。
　　话说回来，且元去骏府之后的一举一动皆有大藏卿局一一禀报。
恐怕且元正因此羞愧难当。
照理说，秀赖和淀君见片桐且元从骏府归来，该让他速速去禀报才是。
　　且元索性顺水推舟，自我安慰道：“日子不好，不如等一天再去吧。
”实际上，他暗叹时不我待。
淀君、秀赖和丰臣家的那些重臣本该立刻召见且元才对，哪知竟然没人理他。
　　片桐且元确实羞愧难当。
大藏卿局一到骏府，便得到了德川家康的接见，而他却一直不曾和家康面谈⋯⋯他真不知大藏卿局会
如何报告。
他以丰臣家使者的身份去了骏府，郁郁待了几天，好容易回到大坂，却又受众人冷遇。
仿佛—　　“片桐东市正的复命，听不听都无所谓。
”　　且元焦躁不安，彷徨无计，只得让下人备了些酒，将就睡下。
　　翌日早晨，且元求见秀赖。
　　（他们总不会又拒绝吧⋯⋯）　　午后，且元去了俗称“千席间”的大厅，见到丰臣秀赖。
重臣悉数出席，唯独不见淀君。
且元饮了秀赖赏赐的酒，神情阴沉。
　　席上，且元道出关东方面的条件，果然无一人赞同。
　　丰臣秀赖和那些近臣早就决意跟家康打一仗了。
　　片桐且元到底有没有立场？
众人对且元的怀疑日益加深。
　　且元满腹委屈。
他千方百计，无非是要保丰臣家的安泰。
他相信，要保丰臣家的天下，就万万不可“反抗”关东—不，是反抗德川家康。
　　且元没有加藤清正那种让家康畏惧的实力，亦无浅野幸长的智慧。
　　丰臣家为何要派他去骏府呢？
倘若不信任他，为何不直接派别的家臣甚至大藏卿局出面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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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活累活全推给他，一到关键时刻，便摆出一副“且元阴结关东欲对丰臣家不利”的态度。
　　这就怪不得且元会喟然长叹了。
　　淀君的近侍中自不乏同情且元之人，譬如织田常真。
常真就是昔日的织田信雄，他是织田信长的次子，算来便是淀君的表兄。
　　如前所述，信长死后，信雄和家康结盟对抗秀吉，打响了小牧？
长久手之战。
后来，信雄完全没跟盟友家康商量，擅自跟秀吉谈和。
此事一直被天下耻笑。
再然后，秀吉把尾张地区和北伊势地区的五郡封了给他。
天正十三年，信雄就任“大纳言”一职。
然而，丰臣秀吉攻陷小田原之后，把德川家康支去了关东，命信雄搬到家康的旧地盘。
信雄拒绝了秀吉的要求。
当时的信雄根本没有对抗秀吉的兵力，而且没有盟友。
　　秀吉勃然大怒—“竟敢抗命不遵！
”他没收了故主信长之子信雄的封地，将其流放到秋田地区。
此后，信雄看破红尘，剃度出家，自号常真。
秀吉得知之后，喜道：“那样便好。
”　　毕竟是故主之子，秀吉不敢肆意迫害，正好借此将他召回，当了个御伽众，给予一万七千石的
俸禄。
　　关原一役，常真别无选择，只好投向西军，却不曾亲自出阵，所以得到了家康的宽恕，保留了战
前的俸禄。
　　如此的人生经历，让常真深深明白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
因之，他很理解片桐且元的苦恼。
　　四年前，常真的长子病死，只得把三子信良送到江户当人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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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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