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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77年9月24日清晨，政府军对叛乱军的残部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数小时后，西乡隆盛的军队被彻底击溃。
西南战争——在它之前300多年间，日本国内最为血腥的冲突——就此结束。
然而，政府军的胜利却似一场空谈——他们找到了西乡的身体，却不知其头颅的去向。
没有两乡的首级，政府军的胜利就不是完整的胜利。
为何西乡隆盛的首级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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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乡隆盛，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他和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
三杰”。
本书回顾西乡隆盛光荣而悲怆的一生。
他自幼受武士训练，由下级官吏逐步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
他曾两次被流放，被召回藩后，积极投身倒幕运动。
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
因他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在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被封为大将军。
由于与大久保利通等政见有分歧遭到排挤，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私学校，后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
领发动西南战争，兵败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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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克·莱维纳，美国埃默里大学日本史副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现住在亚特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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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强烈的感伤”　　西乡隆盛的家庭　　对于西乡的父母我们知之甚少。
他的父亲西乡吉兵卫（1807—1852）是萨摩藩分管税收的财政部门的一位部门长官。
吉兵卫属于武士阶层中十级的第八级阶层——小姓组，而剩下的两个最低的阶层——予力和足轻——
一般被限定在一些仆人职务上，例如警卫。
所以，吉兵卫从阶层上来看，几乎是“白领”都市武士的最底层。
吉兵卫勤奋、忠诚，不为物质利益所动，他成功地升任到他所在部门的最高职位。
而关于西乡隆盛的母亲——政佐（？
—1852）——我们知道得更少。
她是当地武士椎原国政的女儿，据日后西乡隆盛的回忆，他的母亲性情平和，富于同情心。
　　西乡隆盛生于1827年12月7日，是家中的长子。
遵照那个时代的习惯，西乡在其有生之年曾数次易名。
在近代日本，姓名并不是一个人身份的绝对标识，而会随着人的年龄、地位和官衔改变。
一个武士的姓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作为一个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已婚的一家之主以及一个退休的一家之主，其职责都不尽相同，因此
名字的改变也颇为自然。
婴儿时期的西乡隆盛其名字是西乡小吉和西乡十六，但是到了七岁的时候他改名为吉之介。
成年时他便采用了“隆盛”这一名字。
1853年2月10日，在其父亲死后，西乡递交官方材料将名字改为“善兵卫”。
而在1858年10月8日，他又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三助”，但是在个人书信往来中仍然使用“吉之介”，
或者“善兵卫”、“吉兵卫”。
人们也经常用西乡在流放时曾使用的笔名“西乡南州”来指代他。
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西乡可以同时使用多个名字：工作使用官方名字，朋友之间使用非正式的口语
化名字，作诗时使用各种笔名。
　　西乡是家中七个孩子——四男三女——中的老大。
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西乡小兵卫，比西乡隆盛小了近20岁。
西乡一家还包括西乡吉兵卫的父母——西乡龙右卫门（？
—1852）及其妻子（1775—1862），以及他的弟弟——西乡小兵卫一家。
所以，在人数最多的时候这个家庭能达到16口人。
吉兵卫作为一个税收官员的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一家的需要。
他们在下加治屋的房子摇摇欲坠、年久失修。
因为这一大家子缺乏寝具，西乡隆盛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睡在一起共用一床被子。
这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因为孩子们的块头都很大：西乡家的男孩长大后一般都能达到六英尺高。
1855年，这一家人搬到了河对岸的上之园町，但是他们的房子依旧破烂不堪。
据西乡的弟媳岩山德回忆：“在上之园的房子实在是破旧不堪。
地板下陷得就像是鸭子的窝。
”　　西乡一家靠借款和从事农业劳作才得以勉强糊口。
比如1847年和1848年西乡隆盛和他的父亲从水引地区（现已成为鹿儿岛城的一部分）的有钱地主板垣
家族借款总计200两黄金。
这是一笔令人吃惊的借款，相当于大部分武士和手工业者多年的收入。
西乡一家没有任何担保来保全他们的脸面，而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定期还款。
直到1872年，当西乡隆盛担任明治政府的参议时，他们才开始偿还欠下的债务。
　　西乡一家用借来的钱买土地从事耕作。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找到零星记录，但是我知道这个家庭至少在西别府（现为鹿儿岛城的一部分）拥
有一块地。
税务记录上显示该块地由其所有人耕种，且属于西乡吉兵卫，隆盛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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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岩山德回忆，隆盛的弟弟西乡吉二郎，曾常去西别府。
他收集柴火，用驮马运送到武士集中居住的地方，然后挨家挨户兜售。
我们不清楚隆盛自己是否也曾站在稻田里插过秧，但是作为长子以及继承人，他对于耕作带来的收入
应该是了然于心的。
　　即使有这份额外的收入，西乡一家还是过着节俭的生活。
家中的女人们承担的是清扫之类的佣人活，以至于岩山后来回忆到她有一次被一位到访者误认为是一
个女佣。
这种困窘的环境塑造了青年西乡隆盛的性格和思想。
隆盛的父亲吉兵卫是一名正式武士（称为“士”或者“城下士”），从理论上来说，西乡一家应该靠
他的俸禄生活。
但是，西乡一家的生活更接近于“乡士”：自给自足的乡村武士。
乡士是武士阶级底层的后代，他们被贬谪到农村，在那里他们管理和控制农民。
作为都市武士，西乡氏的地位在法律上高于乡士。
城市武士和乡村武士之间泾渭分明，以至于一个武士如果认为一个乡士玷污了他的名誉，他有权砍下
此乡士的头。
因为此种冲突包含着对名誉的维护，所以不构成谋杀。
而该武士只需要向他的上级证明他遭受的公然侮辱的严重性。
年轻的隆盛阶层上属于精英阶层，但经济上却更接近于乡士阶层。
西乡隆盛每天都处在这种名义和实际地位相差悬殊的尴尬之中。
　　正式地位和现实窘境之间的紧张拉锯使隆盛养成了极强的荣誉感和谦逊的品质。
隆盛没有沉浸于精英阶层的特权之中，而是以坚忍和尊严让自己的贫困变得高尚。
1872年，他终于部分偿还了欠板垣家长达25年的债务。
西乡写了封道歉信，这封信除了没有为他的延迟还款开脱外很多内容都有所涉及。
　　昨日我已在天皇陛下侍从的护卫下平安到达（此信书写匆忙）。
多年前，先父曾有求于您，而这之后的几年，我同我的兄弟们都经历了不少坎坷，不仅没能登门拜访
，还对我们的债务置之不理。
对于这些我无言以对⋯⋯去年我在首都被授予一项重要的政府官职，我欣喜若狂。
这项重要任命——当然我觉得我不配拥有——是您当年慷慨解囊援助先父的结果。
由此，先父得以使家中孩子长大成人，并且也为我开辟了现如今的道路。
这些，先父都曾反复讲述。
因为我真心诚意想偿还欠您的债务，我尝试寻找了多种途径，但还是没有找到办法。
而且，我也只能偿还一年的利息，为此，我向您道歉。
我本希望借此次返乡扫除先父的忧虑，但因为我们家族没有土地，人数却很多，即使是一次偿还所有
本钱和利息这样最基本的义务我们都难以做到。
在此事上我请求您的宽恕。
　　某种程度上，这封信很好地展示了隆盛对于金钱的态度。
从他的信中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偿还了本金、部分利息，或者两者一并偿还。
但是从板垣家的反应来看，我们得知西乡偿还了400日元：本金和差不多8年的利息。
而板垣家也颇懂人情世故，他们没有接受利息，退回了200日元。
　　西乡隆盛开始逐渐沉浸在他充满特权却又谦逊的环境中。
后来当他的财政状况不那么紧张时，他依然拒绝昂贵的衣服和家具。
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武士的兴趣所在。
他成年后最喜好的一项消遣——和自己的狗一起打猎，对一个出身卑微的武士这是一项合适的活动。
他会通过给自己制作一双打猎用的草鞋，或者制作鱼饵来使自己放松。
西乡对于简朴、传统乐趣的偏好使其同明治政府的其他官员区别开来。
他们利用自己新得到的财富和影响力享受西方的娱乐方式，例如举办欧式化装舞会。
而对于西乡来说，如此奢靡的新鲜事物正是走向腐化的改革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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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8226；西乡隆盛被稻盛和夫奉为精神偶像，《活法》系列内有多处提到此人，《活法》的大卖
对该书有促进作用　　&#8226；西乡是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是近代日本精神的源头，本书是第一
本全面呈现他的人生的书　　&#8226；汤姆&#8226；克鲁斯、渡边谦主演的电影《最后的武士》根据
本书改编，该电影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
　　　　他，是梁启超向往成为的人物“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他，是令青年毛泽东热血
沸腾的人物，毛泽东曾引用他的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是好莱坞英雄史诗
《最后的武士》的原形　　——不过，历史上的西乡隆盛比电影中的森胜元更富传奇色彩　　　他的
名言是“敬天爱人”　　他将中国文化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他将宋代陈龙川的话“推倒一世之智
勇， 开拓万古之心胸”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他推崇宋代的司马光“为人当学司马温公，无一事不可
与人道”　　　　他，是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　　他在西南战争失败后，以“介错”而死（命令
下属用刀砍掉自己的头颅）；　　他著有《南洲翁遗训》是日本的《论语》，日本人上至首相部长，
下至苍发妇孺无人不读；　　他是近百年来，每当日本社会或民众遇到困难，都会想到的精神偶像，
是激励数代日本人成长的心灵力之所在。
　　　　他，是“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最推崇的人物；　　他是稻盛和夫成就剽悍人生的秘密；　　
他就是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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