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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006》

内容概要

《战争事典》本期全面解析第一次英荷海战、南明桂川湘大反攻、庆长琉球之役。《战争事典》是一
本跨越五千年波澜壮阔战争史的绚丽画卷，更是一本从战争历史探讨人类社会文化进步与发展规律的
高水平文集。古战精粹，尚武血统，铁血豪情，尽在《战争事典》。近在咫尺的历史知识，零距离再
现原汁原味的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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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006》

作者简介

宋毅：上海作协会员、资深军史作家，曾获《现代兵器》杂志“2009年度优秀作者一等奖”等荣誉，
在各大报刊杂志发表文章逾百万字。出版有《那时英雄：隋唐战史》、《壬辰1592：决战朝鲜》、《
祖先的铁拳：历代御外战争史》等多部历史、军事畅销著作，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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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006》

书籍目录

前言
海上马车夫与西欧海盗的较量——第一次英荷之战
李定国“两蹶名王”——南明桂川湘大反攻
岛津袭来——1609年庆长琉球之役始末
从开始到未来——因弗戈登兵变前后的“胡德”号
齐柏林的天空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之关羽

Page 4



《战争事典006》

精彩短评

1、英荷战争那篇真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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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006》

精彩书评

1、这本能给8分，第一次英荷海战绝对的好作品，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战术和军事体系的分析。李定国
两厥名王写的不太好，南明这一次大反攻军事决策上也有错误，但是感觉文章上把失败完全归结于政
治内斗了。岛津袭来写的也很好，彻底的揭示日本狼子野心和琉球这个中国自古以来的属国是如何因
为中国不重视海权而被日本盗取的。从开始到未来写的是因弗戈登兵变带来的英国海军大改革。齐柏
林的天空介绍了一战德国齐柏林飞艇远行非洲的壮举。惯例，最后一片是小说，垃圾 居然还敢瞎改三
国经典
2、《战争事典006》收录在下一篇作品《岛津袭来——1609年庆长琉球之役始末》，请多多斧正。试
读：NO.25关原之战后，加入西军的岛津氏虽免于被德川家康处罚，但因近来江户城增建要修缮石垣
，岛津氏被命令建造300艘石漕船（石材搬运船）。当时的岛津氏因丰臣秀吉时代以来的刀狩令、海贼
船取缔、小田原参阵、出征朝鲜等事件，财政已十分困难，此命令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借琉球国
来聘问题出兵琉球奄美大岛，甚至进一步吞并琉球国，不仅可以对德川幕府有所交代，还可以趁机扩
大版图，解决财政困难，一举两得。庆长十一年（1606年）三月，岛津氏在鹿儿岛召开“琉球大岛（
奄美大岛）渡海之御谈合”。当时的岛津氏当主岛津忠恒因随德川家康身在京都而未能参加，所以由
岛津义久、岛津义弘为首，召集家中重臣进行商议。不过，岛津义久对出兵琉球持消极态度，家中重
臣也因害怕分担军役站在了义久一边。根据事后岛津义弘写给儿子岛津忠恒的信，此次商谈共进行了
三日。然而，岛津义久只参加了一日，其余时间都在南林寺参诣，家中重臣川上久隅、河上久国、村
田经永等人也随义久一起，商谈几乎无法进行。当时的岛津氏内部关系非常复杂，忠恒、义弘、义久
被称为“萨摩三殿”，义久是岛津贵久的长子，他在担任当主时，为制霸九州而与丰臣秀吉开战，不
幸兵败，因为没有男嗣，不得已将当主之位让给了弟弟义弘。而义弘在关原之战又因加入西军而再度
败给德川家康，只好退隐，将当主让由忠恒继任。三殿之中，任何一位都无法全权独断，因此商议便
格外重要。义弘、忠恒父子还勉强可以说是父子同心，但二人与义久却多有隔阂。据《西藩野史》等
史料的记载，庆长四年（1599年）三月九日，岛津忠恒为了巩固权力，在伏见城岛津家邸的茶亭中亲
自斩杀了家老伊集院忠栋。丰臣秀吉九州征伐后，岛津氏能得以存续，忠栋作了很大贡献，是当时岛
津氏头号重臣，领有八万石的俸禄。忠栋之子忠真见父亲惨死，遂以“庄内十二城”起兵叛乱。乱事
持续一年，通过德川家康调停，忠真才降服。关原之战后，岛津义弘被迫隐居，而此时秀吉已死多年
，义久无需继续谢罪。于是，伊集院忠真公然拥立义久的外孙、岛津彰久之子岛津忠仍即位当主，但
后来德川家康承认义弘之子忠恒为当主，才不得已终止。两年后的庆长七年（1602年）八月十七日，
忠真在日向野尻狩猎时被忠恒秘密下令狙杀，同时被杀的还有义久家老平田增宗的嫡子平田新四郎宗
次，宗次是年只有十七岁。由此看来，忠真拥立岛津忠仍背后也许有义久的支持。虽然进攻奄美大岛
的计划因义久的掣肘而未能实施，但要想打破岛津氏财政困难的局面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出兵琉球不
可避免。恰在此年四月，德川幕府完成了对岛津氏的乡帐以及国绘图的调查。根据此调查，岛津领地
内存在高达118000石的“隐知行”（隐藏领地），这些“隐知行”将要上缴的年贡让岛津氏的财政接
近崩溃的边缘。五月一日，义弘致书忠恒，提议借出兵大岛的军役赋课来解决此“隐知行”问题。六
月六日，在伏见逗留的岛津忠恒接受此提议，向萨摩的家老岛津忠长、桦山久高下达命令，称为了不
使家中经济疲弊持续下去，“出兵大岛（奄美大岛）是秋天必须得干的重要事情”。庆长十一年
（1606年）六月十七日，岛津忠恒在伏见拜谒德川家康时，家康赐给他名讳中的“家”字，与岛津氏
世世代代相传的“久”字相结合，改名为岛津家久。据说，家康赐给家臣和诸侯“康”字的事例比较
多，但赐给“家”字的事例却很少，这表明了家康对岛津氏特别的优待。一般认为在此前后，岛津家
久就获得了出兵琉球的许可。据《贵久记》记载，岛津家久以琉球对岛津氏“背旧规不进贡，自萨摩
再三遣使，以诱之不肯听”为理由请求出兵琉球，得到了德川家康的许可。实际上应该是岛津家久以
琉球拒绝遣使来江户朝聘为由，一再恳求下才得到许可。由“出兵大岛”改为“出兵琉球”，是岛津
家久怕暴露私心主动更改的，还是德川家康更改的，已不可考。岛津家久借德川幕府的权威，压制了
反对派义久与家中重臣。正在他着手准备出兵琉球时，传来了明朝册封使夏子阳到达琉球的消息。文
章来源：《战争事典006》战争事典系列图书是指文图书倾力打造的人文、战争、历史类读物，《战争
事典006》通过剖析第一次英荷海战、南明桂川湘大反攻、庆长琉球之役等，使历史爱好者、军迷更好
地了解真实的历史，从而了解历史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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