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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人，松尾山的小早川部队动了！
”
　　三成的家臣平山惣右卫门突然大喊道。

　　“什么⋯⋯”
　　石田三成抓过平山递来的西洋望远镜，瞄向了松尾山。

　　没错，松尾山那一万五千余人的小早川部队确实有动静了，数不清的旗标纷纷挪动——他们开始
下山了！

　　“嘿⋯⋯”
　　三成喜不自禁。

　　——小早川部队总算肯上阵了，他们绝对是西军的生力军啊！

　　那一瞬间，只怕石田三成真会有如此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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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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话　　&ldquo;真田安房守可没打算只在信浓的上田作战。
&rdquo;　　另一种说法是&mdash;&mdash;　　八月二十四日的夜间，东军里唯有藤堂高虎的部队开
进了美浓的赤坂地区，其余部队则在吕久川畔野营。
果真如此的话，西军若采纳宇喜多秀家的提案搞个夜袭，或许便可驱逐赤坂的藤堂部队，供西军来此
安营扎寨了吧？
　　总之，第二天（二十五日）时，东军大半汇集到了赤坂。
　　赤坂驿站南面有座不算太高的山丘名唤&ldquo;冈山&rdquo;，也就是今天的御胜山。
登上这处山丘南眺，便可将对面一里外以大垣城为中心的西军阵营尽收眼底。
　　&ldquo;将这冈山作为内府公的本阵，挺不错吧？
&rdquo;福岛正则对德川家康的军监本多忠胜和井伊直政说道。
忠胜和直政均无异议。
东军占据了岐阜至赤坂沿线，跟西军的大垣城遥相对峙。
如此　　看来，决战地点就该在这附近了。
所以必须尽早请德川家康出马。
　　可是，这位统帅兀自在江户城里稳坐泰山。
　　就连一直耐不住性子嚷嚷&ldquo;没关系，将大垣拿下来吧&rdquo;的福岛正则都知道，宇喜多秀
家的大军如今业已开进大垣。
他似乎改变了想法，不再认为能不费吹灰之力击破对方。
　　&ldquo;赶紧把这想法报告内府公吧。
&rdquo; 无须正则多言，两位军监是日一早便向赤坂派出了急使。
东军从竹林中砍来很多竹子，系上五颜六色的布，沿冈山的山　　麓林立至顶。
从大垣那边看去，就犹如东军的先锋部队组成了出人意料的大军。
（莫非一部分敌军要继续推进，越过关原，直奔佐和山城？
）石田三成似乎坐不住了。
（中山道被扎营赤坂的敌军控制，这样的话，要不要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足以牵制住赤坂的地
方&hellip;&hellip;）事实上，武光忠栋正是因此才去了大垣西南一里远的长松砦，无奈东军甫一开进赤
坂，他便弃砦逃向伊势。
　　忠栋固然不算出类拔萃的武将，却又非胆小懦弱之徒。
他的临阵脱逃，完全是因近在咫尺的西军统帅石田三成无意向长松地区增派援兵，以致他无法御敌。
　　换言之，对石田三成&mdash;不，对西军而言，长松砦无关大局。
赤坂和长松之间由此畅通无阻，虽不至于包围大垣，却总归构成了监视大垣的态势。
二十五日之夜，福岛正则派众军士手持火把，从赤坂朝着关原前进，又让他们往返于两地之间。
从大垣看这阵势，犹如东军正源源不断抵达关原。
　　倘若那些&ldquo;部队&rdquo;向西横穿关原，抵达琵琶湖畔，便可南瞰石田三成的佐和山城。
三成慌了神，如坐针毡。
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派急使赶赴已返　　回越前敦贺的大谷吉继那里，希望他火速出阵。
该使者出了大垣城，南下越过南宫山之南麓，行经关原。
南宫山的海拔不足五百米，日后却具有重要意义。
概言之，南宫山北侧是通向关原的中山道，现下由东军牢牢掌　　控；而其南侧贯通关原的道路则由
把守大垣城的西军控制。
南宫山将通向关原的道路分成南北两地，而关原则是通向近江甚至大坂的要地。
因此，石田三成想让大谷吉继加强对关原的防守。
使者于二十五日的夜间从大垣出发，是三成的两名侍卫。
他们谙熟这一带的地形，夜走山路亦不会迷失方向。
同样是二十五日的夜间&hellip;&hellip;午夜时分，大和守山中俊房突然现身于近江国甲贺村的山中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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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房随德川家康东下，亲自指挥人马以打探诸将动向。
眼下，他把后续事务交给了江户德川家康身边的堂弟，只身回了甲贺。
　　山中俊房素以忍者组织的完备和人数众多而自豪，不料此时竟觉得人手短缺。
需要刺探的对象实在太多，他甚至需要派手下的忍者去往遥远的九州和会津的上杉氏地盘。
　　僧正峰和近江长比的忍者小屋不知被谁偷袭，共计十七名山中忍者遇害，而且这两处忍者小屋地
下仓库中储备的火药和其余忍者道具均被一同炸毁。
这件事已然传入俊房耳中。
　　（这是真田家草者干的&hellip;&hellip;）　　大和守俊房凭直觉认定。
　　&ldquo;不可能吧？
&rdquo;　　堂弟山中长俊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ldquo;不，跟你想的不同。
&rdquo;山中俊房苦着脸道，&ldquo;真田安房守可没打算只在信浓的上田作战。
&rdquo; 　　&ldquo;嗯&hellip;&hellip;&rdquo;　　&ldquo;我们不可大意。
跟数年前&hellip;&hellip;不，跟故太阁殿下征朝那时相比，真田草者可是在近江扎根了呢。
&rdquo; 　　山中长俊当然知道此事，但他没料到真田草者竟会远离主家前线，暗自活动。
他无法想象草者会在近江及上方扎根得如此之深，团结得如此之紧。
　　德川家康决定从攻打上杉氏的路途上扭头西向，跟敌军决战，所以山中俊房通知全体被派去协助
攻打上杉氏的忍者返回甲贺。
他本人则直到看清形势，认定家康西上没有障碍之后，才穿越战火未平的伊势，经铃鹿峠返回甲贺。
　　山中俊房刚一回到府邸，便将待命的忍者们召来吩咐道：&ldquo;别放过任何一个从大垣赶往近江
、京都和大坂方向的石田三成的使者!&rdquo;　　第贰话　　若不将压倒敌方的兵力集中到大垣城，
三成就难以安心。
　　同天夜里，山中俊房抵达甲贺的府邸之前，石田三成派往敦贺大谷吉继处的两名使者便跨上骏马
，从大垣城动身了。
　　因之，当山中忍者们按照大和守俊房的命令开始行动时，两名使者早就穿过了关原。
翌日（二十六日）一早，他们沿着琵琶湖的岸边策马北上，当天傍晚便抵达敦贺。
　　大谷吉继得知情况，立刻着手安排北陆方面的防守工作，火速　　动身前往关原西南的山中村安
营扎寨。
二十六日清晨来临前的那一夜，石田三成几近失眠。
他的忐忑不安一直无法消除。
岐阜城的织田秀信虽然奋战，东　　军的先锋部队仍如怒涛般将岐阜攻陷，轻易扫平了合渡川盟军部
队的抵抗，一眨眼便在赤坂排开阵势。
　　石田三成关注着他们的动向，大气都不敢出上一口。
他那墨守成规的脑袋里，从此无论如何都抹不掉西军部队在兵力上处于劣势这一情况。
　　但是，宇喜多秀家的军团既然抵达了大垣，眼下就算处于劣势亦该相差无几才是。
而三成偏偏就对这些微的劣势耿耿于怀。
　　他太担心跟家康的决战开始前就会损兵折将，结果不仅激怒了从九州前来相助的猛将岛津义弘，
更惹来重要臂助宇喜多秀家的厌烦，让西军的士气蓦然低落。
　　（没办法了&hellip;&hellip;）三成等不到天明了，他希望坐镇大坂城内的统帅毛利辉元亲来掠阵。
若不将压倒敌方的兵力集中到大垣城，三成就难以安心。
&ldquo;快去！
&rdquo;携带三成书信的使者由五名骑兵保着，太阳尚未升起便从大垣　　出发，沿南宫山的南麓直奔
关原。
一行六人驰过关原小盆地，沿山路从柏原赶往长沼附近。
突然，南侧的山林里射来了好几支箭&mdash; 不止五六支箭。
箭纷纷从山林中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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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哇&hellip;&hellip;&rdquo;&ldquo;啊&hellip;&hellip;&rdquo;两人、三人&hellip;&hellip;骑兵们
相继中箭，从马上跌落。
（难、难道敌人攻到这里了？
）携带石田三成书信之人名叫池尻勘太夫，三成对他甚为信任。
他昔时战功赫赫，而今却进退维谷。
（无论如何都必须赶到大坂&hellip;&hellip;）他如此想着，狠狠踢向马腹，往前猛冲，摆脱敌人袭击。
身后传来骑兵们的惨叫。
池尻听不到背后伙伴们的马蹄声了。
&ldquo;狗东西！
&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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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真田太平记（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