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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都不能从头来过。
在这仅有一次的人生中，历史可以给予我们无尽的智慧。
学习历史对我们现在及将来的人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史是对时间长河中人类活动的记载。
回溯过去，我们可以深刻反思、接受批判、汲取教训；展望未来，我们能得到积极的启示。
从这一层面看，历史就是人生的指南针，两端分别指向过去和未来。
但学习历史不仅是热衷搜集野史趣闻的“玩赏”，仅仅迷恋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及他们那些近似小
聪明的战略和战术，不能活用历史。
因为谁也复制不了织田信长或坂本龙马。
于是，就有一些自称专家的人跳出来反对。
对于这些人，我只能反问：“你通读过日本历史吗？
”想从历史中学到东西，就要全面地把握历史盛衰兴亡的历程。
要到历史的长河中探寻原理、原则和普遍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历史上的英雄们有血有肉地在现代
社会中“复活”。
“历史会重现”-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但历史是发展的，绝不会以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
何处变化？
何处重现？
仅仅通过表面的现象难以作出判断。
只有通读历史，才能掌握历史的规律，并灵活运用于现实中。
因此，我们要珍惜历史，争取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黑格尔曾经说过：“历史中幸福的页码并不太多，而这不多的幸福页码又多是空白。
”通史告诉我们的也许是——在历史长河中，不幸和挫折、不为人知的失望和悔恨、人性的种种弱点
和阴暗面等占了很大比重。
所以，学习历史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而是在回顾一段段血泪史。
本书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不断重印。
经过修订内容更加丰富，希望能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本书如能对读者有些许参考作用，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加来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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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真正的日本史，让你彻底了解日本史。
从战国游戏出现的英雄人物，到大河剧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动漫中涉及的历史背景，你都可以在这本
书中快速得到满足！

　　● 日本的战国时代有哪些叱咤风云的武将？

　　● 为什么织田信长快速崛起，势力扩张迅猛？

　　● 统一天下的丰臣秀吉，为什么没有成立幕府？

　　● 锁国两百多年的德川幕府，如何面对步步进逼的西方列强？

　　● 武士的没落，是日本历史的喜剧还是悲剧？

　　本书串联起日本史上的大小人物大小事，对于想了解日本历史的读者而言，是最适宜的入门著作
。
这里讲述的绝不仅是日本的野史趣闻，也不仅是德川家康、丰臣秀吉、织田信长等英雄人物，而是全
景展示从旧石器时代到冷战结束后的日本通史！
从神权统治的女王卑弥呼，到开国之祖神武天皇；从不可一世的平清盛，到绝地重生的源赖朝；看日
本如何从天皇与贵族治世，到幕府时代大权旁落于武士和将军，又如何在两个世纪内由封建国家走上
现代化，最终变身为侵略帝国。
每小节都配有简单明晰的图表，一目了然的地图。
让你读日本史，却能像看动漫一样轻松有趣，一不小心就全部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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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加来耕三
　　195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
毕业于奈良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历任奈良大学文学部研究员，现为作家、历史学者，同时担任日本《
历史研究》编委、日本笔会会员、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会员。
著作卷帙浩繁，主要有《教科书里没有的日本著名事迹》《日本史中胜者的500法则》《Q&amp;A
让人想读的日本史》《没有人知道的日本史真相》等。

　　岸祐二
　　1961年出生于日本秋田县。
曾在出版社工作，后成为自由创作者。
著有《图解杂学：武士道》《五轮书》《织田信长全貌》、《宫本武藏大事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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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秀吉和家康的首次冲突随着羽柴秀吉势力的不断扩张，与织田信长次子织田信雄的矛
盾也不断加深。
1584年，织田信雄拉拢德川家康，在尾张的小牧山（今爱知县小牧市）摆下阵势，欲与羽柴秀吉决战
。
羽柴秀吉也在乐田（今爱知县犬山市）列阵迎战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雄联军。
羽柴秀吉的大将池田恒兴提议，趁德川家康在小牧山之际，攻击他的根据地三河。
于是，羽柴秀吉命外甥羽柴秀次和池田恒兴、森长可等带兵进攻，不料在长久手（今爱知郡长久手町
）遭遇家康军，大败。
羽柴秀次逃脱，森长可和池田恒兴阵亡。
在这场战争中，德川家康大胜，此后双方对峙长达9个月。
同年11月，织田信雄突然与羽柴秀吉达成和解，迫不得已，德川家康也与羽柴秀吉和解、退兵。
1585年，羽柴秀吉击败四国大名长宗我部元亲，平定四国，开始一步步迈向统一全国之路。
关白羽柴秀吉最初，羽柴秀吉曾考虑像源氏和足利氏一样，做征夷大将军，开辟幕府。
但由于自己出身过于低微，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羽柴秀吉也想过做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的养子，但被足利义昭拒绝。
于是，羽柴秀吉希望通过朝廷授予自己官位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1585年，在羽柴秀吉的运作下，朝廷授予其“关白”之位。
羽柴秀吉以此位发号施令，统领天下大名，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德川家康。
即使这样，德川家康也从未到大阪去拜见羽柴秀吉，而是一直待在自己在冈崎的根据地。
德川家康坚持认为自己和羽柴秀吉处于同等地位，拒绝向羽柴秀吉施臣下之礼。
这对于羽柴秀吉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如果德川家康不肯臣服，那他在全国大名面前就无法树立威信。
为此，羽柴秀吉竟然强迫已经出嫁的妹妹旭姬离婚，改嫁德川家康，实施怀柔政策。
此外，他还把自己的老母亲送到德川家康处做人质。
事已至此，德川家康只好顺从。
1586年10月，德川家康在大阪城谒见羽柴秀吉，由此确立了二人的主仆关系。
1586年，羽柴秀吉出任太政大臣，并正式使用“丰臣”这一姓氏，改名丰臣秀吉；次年，平定了九州
；1590年，灭关东的北条氏，降服伊达政宗，平定奥州。
在织田信长遇难8年后，丰臣秀吉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天下收入囊中。
丰臣政权的顶峰丰臣政权一帆风顺，后继人却问题重重。
统治制度的确立1587年，丰臣秀吉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聚乐第”完工。
聚乐第位于京都，豪华无比，连当时的后阳成天皇也前往参观，丰臣秀吉一时无限风光。
同年，丰臣秀吉又命令播磨明石城主高山右近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但遭到高山右近的拒绝，丰臣
秀吉将其改封别地，同时命令国内的基督教传教士离开日本。
织田信长曾因一向起义而吃尽苦头，所以丰臣秀吉对宗教势力的强大有危机感，于是颁布了禁教令。
1582年，丰臣秀吉在全国推行“太阁检地”（即丈量土地），严格规定土地的等级和测定方法，由此
计算土地的产出量。
另外，他还承认农民的土地耕种权，明确土地所有者（领主）和地租负担者（农民）之间的关系。
地租和大名的封地也以土地产出量为基准，进一步巩固了封建制度的基础。
1588年，丰臣秀吉又发出“搜刀令”，禁止农民持有大刀、腰刀、弓、矛和火枪。
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农民起义反抗领主，另一方面也可以区分武士和农民的身份，起到“兵农分离”的
作用。
这些政策的推行者是石田三成。
石田三成精通财政，受到丰臣秀吉的赏识，被分封到近江佐和山，封地为19万石。
随着政权的稳固，像石田三成这样的文官逐渐受到重用，同时加藤清正和黑天如水等武官被疏远，政
权内部出现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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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白丰臣秀吉的悲剧丰臣秀吉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稳定国家政权，但继承人问题却很是棘手。
丰臣秀吉和正室之间一直没有儿子，而侧室淀君所生的孩子丰臣鹤松又在3岁时夭折。
无奈之下，丰臣秀吉收外甥丰臣秀次为养子，将关白之位让与丰臣秀次，自称“太阁”。
但仅仅两年后，淀君又生下儿子丰臣秀赖。
理所当然，丰臣秀吉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而丰臣秀次的立场就变得很尴尬。
相传当时丰臣秀次开始变得狂暴，且行为怪异。
最终，丰臣秀次被冠以谋反之名，于1595年剖腹自杀。
同时，秀次一家尽数被斩首于京都三条河滩，以除后患。
此外，1591年，丰臣秀吉的弟弟羽柴秀长去世，羽柴秀长一直在幕后默默支持丰臣政权。
失去羽柴秀长后，丰臣秀吉的统治开始变得混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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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最想知道的日本史图解》：开始了解日本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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