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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七武士》拣选七个日本古代传奇人物：以神出鬼没的奇袭战法著称的源义经；开游击战和山地战先
河的楠木正成；人称“越后之龙”的上杉谦信；集“战国的风云儿”、“天才的革命家”、“暴君”
、“第六天魔王”称号于一身的织田信长；开创“加贺百万石”辉煌基业的前田利家：五十七回战无
伤的本多忠胜；被丰臣秀吉称赞为可指挥百万大军的大谷吉继，勾勒出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
这七位英雄人物因其功业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更打动人的则是他们的
武勇、耿介、信义、忠诚，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孝义重丘山”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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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赤军，作家，游戏评论人。
1995年开始小说和历史散文的创作，对我国三国史和日本中世史的论述尤见功力。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劫录》、《洗烽录》、《生命——神授的权杖》，历史散文《宛如梦幻》、
《中国宰相的非正常死亡》、《风云信长传：霸业雄图四十九年》等等，其著作在台湾地区和中国大
陆均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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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本战史上的革新者　10.烈焰中的魔王五、横枪出世的豪杰——前田利家（段瑕赤军）　1.追随
傻瓜的少年　2.“枪之又左”威名立　3.+阿弥事件　4.浪人利家的奋战　5.继任家督　6.城主生涯　7.
历史的转折点　8。
昔日同僚，今日父子　9.向左走?向右走?　10.加贺百万石六、五十七回战无伤——本多忠胜（驰骋）
　1.少年平八郎　2.鹿角盔和“蜻蜓切”　3.从金崎到姊川　4.面对猛虎　5.天下的变局　6.蛰伏　7.大
战关原　8.德川家的保护神七、白布蒙面的名将——大谷吉继（赤军）　1.大谷庄的少年　2.奉行纪之
介　3.大坂町“千人斩”　4.大乱的前奏　5.垂井回师　6.关原大战　7.已订阎罗殿前会附录《七武士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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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智勇绝伦的修罗判官——源义经　　十二世纪末，日本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
性战争，战争的双方分别是企图通过接近公家而掌握全国政治权力的恒武平氏（以下简称平家、平氏
）一门，以及希望通过稳固武家的地位而用武力来统一天下的清和源氏（以下简称源氏）族人，因此
后世称这场战争做“源平合战”——所谓“合战”，既可以指一场战争，也可以指一场战役。
　　战争的第一阶段源氏获胜，平家被赶出京都，被迫带着年幼的安德天皇向西方奔逃。
但随即源氏内部起了纷争，平家倒是重整旗鼓，纠集十万大军卷土重来，铠甲鲜明，旌旗蔽日，在距
离京都仅数日路程的一之谷要塞伺机反扑。
战争的天平似乎已经反向倾斜了。
　　一之谷要塞地势险峻，面朝大海，背靠悬崖，平家十万雄兵，连营重砦，当真如同金池汤城一般
。
源氏虽从京都调发大军前来进剿，但本身兵力就要略逊于平家，统帅又是只以老实见长的“蒲将军”
源范赖，京中一日数惊，都以为平家将再度获胜，这天又要变了。
　　源氏军想从东西两面夹击一之谷要塞，平家大将能登守平教经等人都对统帅、内大臣平宗盛说：
“我方营砦难攻不落，管他几路杀来，都可从容应对。
只要打败源范赖，我等就能重归京都了。
不过刀剑无眼，恐怕有个万一，还是先把主上（安德天皇）和女眷转移到船上去吧。
”平宗盛点头称是。
　　这一年为平家所尊奉的安德天皇寿永四年，源氏所尊奉的后鸟羽天皇元历二年（1185年），二月
七日，大战正式爆发。
源氏兵将奋勇前突，箭羽重重笼罩住了一之谷。
然而正如平教经等人所料，平家防守严密，在即将重回京都的美好愿景驱使下，顽强抵抗，源氏付出
了相当惨重　　的代价，却始终无法前进一步。
眼看战局即将落定，等到源氏兵将疲乏之时，平家开砦杀出，就能将敌人彻底击溃，就算生擒敌将源
范赖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几支火箭射向一之谷要塞的中心，随即喊杀声大起，平家军骤然遇袭，
瞬间乱成一团。
平宗盛出帐观看，喝问道：“哪里来的敌人？
！
”部将仓惶禀报：“是源氏的旗帜，将要杀至大帐之前了！
”平宗盛抬眼望望身前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身后陡峭的悬崖，感到大惑不解：“难道他们是从天上
飞下来的吗？
”　　战局，甚至历史都在这一瞬间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这位从天而降的后来被人称作“
九郎判官”的将领的奇谋下，平家军被彻底击溃了，他们重归京都的梦想也就此彻底破灭。
可以说，源平合战的最终结局，正是由“九郎判官”一力奠定的。
　　1.牛若丸降生　　“九郎判官”，“九郎”是他的排行，“判官”是他的官职，事实上，这位“
九郎判官”本名源义经，乃是已故的源氏领袖源义朝最小的儿子。
　　无论平家还是源氏，原本都是日本天皇的后裔。
因为经过近千年的繁衍，皇室后裔数量越来越多，无法安置，某些天皇就把自己的几个儿孙降为臣籍
，赐给他们姓氏（天皇是无姓的），其中最煊赫的就是桓武平氏（桓武天皇之孙高栋王、重孙高望王
的后裔）和清和源氏（清和天皇之孙源经基的后裔）。
　　这些被降格的皇族，一开始多在朝中担任武官，警卫宫廷，后来和地方上逐渐崛起的武士阶层相
结合，变成了全国势力最大的几个武士团的首领。
等到“平治之乱”的时候，源氏的首领、源义经之父源义朝被平家的首领平清盛砍下了脑袋，源、平
两家在政治斗争中结下深仇一那一年源义经还不满周岁。
说到“平治之乱”，述得从“保元之乱”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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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保元是后白河天皇的年号，保元元年（1156年），这位年轻的天皇登基还不到一年，支持他的太
上皇鸟羽院就去世了，另一位太上皇崇德院阴谋复辟，整个京都都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气氛
中。
　　怎么会有那么多太上皇呢？
原来日本天皇在很早以前就被基本架空了，政权落到了古老神官出身的藤原家族手中，当时朝中宰相
叫做“太政大臣”，此外，在宰相上面还有一个名为“摄关”的职务（天皇亲政前称“摄政”，亲政
后称“关白”，合称为“摄关”），相当于摄政王，无论太政大臣还是摄关，历来都由藤原家族中某
几个支系的子弟充任，藤原家族就此独掌朝纲。
　　天皇不是因此就被架空了吗？
于是某几代天皇年纪轻轻就匆忙退位传子，自己以太上皇的身份另立一个小朝廷（某某院），以求和
藤原家族分享一部分权力。
前面提到过的鸟羽院就是这样一位太上皇，他被称为鸟羽上皇，后来因为笃信佛教而剃发修行，所以
也称鸟羽法皇。
　　鸟羽法皇先是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崇德天皇，隔了几年感觉这个儿子不大听话，就逼令崇德天
皇退位，让给弟弟近卫天皇——崇德天皇就这样变成崇德上皇了。
近卫天皇体弱多病，很年轻就去世了，崇德上皇心说是不是上天让我复辟，再来当回天皇？
我这个上皇和父亲相比，简直跟摆设一样，什么权力都没有，还不如回去当天皇呢。
谁想到鸟羽法皇却又指定另外一个儿子继了位，就是后自河天皇。
　　崇德上皇这个气呀，可巧老爹没多久就过世了，于是他就想发动政变，把弟弟后白河天皇从宝座
上赶下去。
在此同时，藤原家也出现了相类似的情形，前关白藤原忠实厌恶碌碌无为而又没有子嗣的长子藤原忠
通，想逼他把关白之位让给时任左大臣的次子藤原赖长，忠通不从，父子间的矛盾激化到了剑拔弩张
的地步。
于是，希望变革现政权的这些人一拍即合，崇德上皇迅速与藤原忠实、藤原赖长结为攻守同盟，并诏
令源义朝的父亲源为义和平清盛的叔叔平忠正带着麾下武士进京听候调遣。
　　后白河天皇闻讯，立刻找到了藤原忠通商议，并诏令源义朝和平清盛率兵勤王——同一家族的父
子、叔侄，就因为所接受的诏令不同而分属了互相敌对的阵营。
结果两下一交锋，源义朝捐弃私情，奋勇杀敌，终于为后白河天皇赢得了胜利。
这就是“保元之乱”。
　　大乱平息以后，源义朝自认为功勋卓著，就向关白藤原忠通求情，想以自己的功绩来抵偿父亲源
为义的罪过，可他没想到是，此举却遭到了平清盛的阻挠。
清盛先是斩杀了与他素来交恶的叔叔平忠正，然后向藤原忠通进言说：“此次大乱，自皇室、摄关家
到我平氏一门，无不为失去父母兄弟而悲痛万分，今切不可令源氏一门独美。
义朝为其父求情，分明是对朝廷怀有二心。
”昏庸的藤原忠通采纳了清盛的意见，对义朝的请求不予批准，并催促义朝尽早对其父处以死刑。
　　藤原忠通通过此事，认定源义朝怀有二心，在论功行赏时仅仅只封赏义朝为有名无实的左马头一
职，而将靖平“保元之乱”的大功归之于平清盛，不仅破格提拔他为执掌九州全境的太宰大贰，更将
清盛的几个儿子都升了高官。
将这一切看在眼中的源义朝又怎么可能心情平静？
然而此时他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便只得暗暗隐忍下来，等待报复的时机，而这一忍就是三年。
　　等到了平治元年（1159年），一位叫常盘的侍妾为源义朝生下了他的第九个儿子，义朝喜不自胜
。
且说常盘是京中有名的美女，也曾担任过近卫天皇的皇后九条院宫中的侍女，源义朝靠着他赫赫威名
和纠纠雄姿把常盘娶到了手，一连生下三个儿子，这最后一个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九郎源义经，小名
叫做牛若丸。
　　但是此时望着怀抱中婴儿的源义朝绝对料想不到，将来要为源氏一门报仇雪耻的，就正是这个牛
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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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义朝为了复仇，联合后白河上皇（后白河天皇在前一年退位，传于二条天皇
）的近臣藤原信赖发动了军事政变——是为“平治之乱”。
　　然而藤原信赖这个人，本身并没有什么本事，仅仅只因为是喜欢男色的后白河上皇的男宠而得以
爬到了高位，这样的人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号召力，而后白河天皇也更不会因为对他宠爱而任
由他政变夺权。
结果义朝和信赖很快就被朝廷指为叛逆，原本跟随义朝的家臣也都纷纷投向了平清盛一边。
义朝眼看大势已去，便准备逃回根据地坂东地区，以图东山再起，却不想在逃到美浓国（日本古代行
政区划，称“国”也称“州”）的时候，因家臣长田忠致的背叛而被刺死在了浴室之内，结束了他愤
懑而又无奈的一生。
　　源义朝的首级被送到平清盛手中，清盛借助此次平乱的功绩再次升迁为检非违使别当兼中纳言（
相当于首都治安官兼内阁秘书长），将近畿（京都及其附近地区）一带的军事实权完全掌握在了平家
手中。
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清盛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源义朝的遗孤，送交清盛在京都六波罗的宅邸处
置。
　　此时的常盘也得到了义朝被害的消息，为了躲避平家的追捕，只得只身带着她与义朝生下的三个
孩子逃离京城。
然而清盛的目的是要将有实力与他争夺霸权的源氏一门斩草除根，为了这样的目的自然是什么样的手
段都会用上。
在得知常盘逃出京城之后，清盛立刻派人抓来了常盘的母亲，并对其严刑拷打，然后再叫人把这个消
息传扬出去。
为了不让年老的母亲蒙难受辱，常盘只得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京都。
　　清盛虽然早就听说常盘是京城中数一数二的美人，然而当他真正看到常盘其人时还是被其无双的
容貌所打动，甚至萌生了将其据为己有的想法。
但是此时的常盘却只是一再地向清盛请求，请他放过年老的母亲和尚且年幼的孩子。
　　清盛明白，若想俘获眼前这位美人的心，就只有按照她的要求去做。
正好此前不久，有人捉到了源义朝的嫡子源赖朝，送到六波罗，清盛本待立刻处以斩刑，继母池禅尼
却跑出来求情，原因是赖朝很像她早天的亲生儿子。
为了不伤从小把自己养大的池禅尼的心，清盛被迫放过了赖朝，只处以流放之刑，事既如此，现在再
多放几个仇敌的庶子也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如果完全放任不管是很不明智的选择，于是清盛与常盘约定，三个孩子性命可保，但是年
长一点的两个孩子必须立刻剃发出家，只有当时年仅两岁的牛若丸可以暂时留在常盘身边，但是一旦
长大之后也要立刻送进寺院。
就这样，常盘为了保全三个幼子的性命，不得不委身睡在了仇人之侧。
　　此时的牛若丸因为只有两岁大，竟完全不知情地生活在仇人家中。
直到数年之后，常盘为清盛生下一女，并且美色渐衰，清盛才对她失去了兴趣，便自作主张把她再嫁
给了大藏卿（财政部长）一条长成，而牛若丸也跟随母亲进入了一条家。
　　转眼间，牛若丸已长到了七岁，已经是能够记事的年纪了。
此时的清盛开始忧虑起来，于是便火速着人向一条长成和常盘传达了他的意思：立即将牛若丸送往鞍
马山出家，否则的话就要送交六波罗处置——所谓送交六波罗处置，多半只有斩首一途。
无奈之下，常盘只得强忍悲痛，将幼子送到了鞍马山中。
　　2.遮那王与恶鬼　　进入鞍马山之后的牛若丸仍旧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在寺院僧侣的指导下
改名为“遮那王”，并潜心钻研佛法，一晃又是四年。
　　传说就在遮那王十一岁那年的某个深夜，他偶遇鞍马山中的天狗，并向其学习武艺。
所谓天狗，乃是日本民间传说中鼻子长长、背生双翅精通变化之术的神怪。
当然，这种神话传说是很无稽的，或许那只是一个故意化了妆，自称为“鞍马天狗”的佛教修行者而
已。
　　还有专家考证说，事实上这名修行者正是当年遮那王的父亲、已故左马头源义朝的家臣镰田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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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镰田光政。
在平治之乱战败以后，光政受父亲政清之命潜回京都，暗中保护义朝的遗孤，但是当他赶回京城时却
得知常盘母子已经被捕，费尽周折终于打探到牛若丸将来会被送往鞍马山出家的消息，于是便先行潜
入鞍马后山，以修行者的姿态瞒过世人耳目，静静等待着牛若丸的到来。
　　如今，出现在镰田光政面前的已经是长成一名英俊少年的遮那王了。
两人相遇后，光政告知了遮那王的真实身份，并要他勤学武艺，等待报仇的时机。
　　得知了自己真实身份的遮那王十分懊悔，他懊悔没能保护自己的母亲，还让她为了救助自己而蒙
受奇耻大辱。
此时的遮那王下定决心，要向害得他家破人亡的平家复仇，他向光政请求，要对方教给自己能够上阵
杀敌的本领，而光政自然也是立即应允。
于是遮那王便在白天假作诵作课的姿态，而于夜晚潜入后山，向镰田光政学习武艺。
　　岁月蹉跎，时光荏苒，一转眼遮那王已经长到了十六岁，此时他已经在光政的悉心栽培下拥有了
一身了不起的本领。
也就在遮那王十六岁的某一天，光政却突然告诉他：就目前为止，以遮那王所学的武艺斩杀几名敌人
虽然不成问题，但是要向平家一门报仇却是不可能的。
并且他还告诉遮那王，若要向平家报仇就必须学到更有用的杀敌手段——兵法。
据光政所说，在这京都之内有一名叫做鬼一法眼的阴阳师，此人手里握有从西方大陆宋国传来的绝世
兵法《六韬》，如果能蒙鬼一法眼传授《六韬》，遮那王就能有机会报仇。
　　闻听此言的遮那王虽然还不知兵法为何物，但是为了洗刷父兄的会稽之耻，还是在第二天只身下
山潜入京都，在百般寻找之后终于找到了这位名为鬼一法眼的阴阳师，并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对方，
得以拜在他门下。
从此，遮那王便暂居鬼一法眼家中，学习兵法。
　　很快，又过了一年。
在这一年间，由于学习了兵法，遮那王的思想产生了急剧的转变，此时他才知道，战场上冲锋杀敌不
过是匹夫之勇，而真正能够决定战争胜负的便是这种被称为“兵法”之物。
　　此时的京城之内，经过保元、平治两次大乱，人们都传说这是佛法末世来临的征兆，个个心慌意
乱，关于鬼怪的传说也自然是不胫而走。
在这些神鬼传说之中，有一条是说在夜晚京都的五条大桥上出没着拦路杀人的恶鬼，而至今为止被它
所杀害的武士已经有了数百之众。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鬼神，所谓五条大桥的恶鬼其实是一名僧人，名叫武藏仿弁庆。
传言熊野三山的别当（僧职）湛增因为贪恋美色而强夺了某位朝官之女，这位小姐怀胎十八个月（又
有说是怀胎三年的）之后才生下了一个孩子。
据说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已经是两三岁的模样了，不仅头发已经长到了及肩的长度，就连牙齿也都长全
了。
熊野湛增认为这是鬼怪的孩子，要杀了这个婴儿，幸亏湛增的弟妹苦苦相劝，并好心收养了他，起名
为鬼若，带到了京都附近的佛教名山——比睿山中。
　　但是长大之后的鬼若却脾气暴躁，经常与人发生争执，为此比睿山的僧侣便将他赶出了寺院。
出了寺院的鬼若干脆自行剃度，取名为武藏坊弁庆，开始在四国和播磨地区游历，并继续因为他暴躁
的脾气与人不断发生摩擦，甚至还烧毁了播磨国书写山圆教寺的堂塔。
　　传言某一天，弁庆得到了佛祖的指示，要他返回京都集齐一千把太刀（双手持用的短柄长身武士
刀），并且告诉他，凡是发出佛光的太刀就是佛祖要他收集的，而那些没有发出佛光的则不用理会。
　　于是弁庆便再次返回京都，并于每个夜晚手持长柄薤刀伫立在五条大桥之上，看见哪个武士带着
发出佛光的太刀便杀人取刀，日复一日，也就形成了五条大桥上杀人恶鬼的传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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