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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前言

这部书的主人公是上杉谦信（本名长尾景虎）。或许是性格使然，我一直对蛮勇之夫不大感冒，反而
更喜欢乱世中的阴谋家。因此在最初对日本战国历史感兴趣的时候，我最敬佩的人乃是武田信玄。信
玄放逐亲生父亲，杀死自己的妹夫，甚至夺取外甥女（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并无血缘关系）为侍妾，
然而后世对他却往往赞誉要高过谴责，可见他不择手段在乱世中存活下去，进而谋求发展的人格魅力
是非常强大的。而对于信玄毕生的宿敌上杉谦信，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他只是个一勇之夫而已。确实
，谦信在战场上勇猛无敌，据说他毕生经历七十多场战役，从未吃过败仗。即便以信玄之智，设下种
种圈套，撒开重重包围网，却始终未能将其击垮。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曾在《日本史概说》中评价
谦信说：“在杀伐无常，狂争乱斗的诸国武将中间，上杉谦信以尊神佛、重人伦、尚气节、好学问的
高节之士见称，令人感到不愧是混乱中的一股清新气息。”然而乱世中真能容下纯洁无垢之人吗？谦
信无私无欲的品德.是该受到赞誉呢，还是该遭到嘲笑呢？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勇猛无双之人
，比如项羽，比如关羽.但他们最终都被历史大潮所吞没，身首异处了。天真的人，即便个人战术素养
再高，也是无法在乱世中存活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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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内容概要

百余年的日本战国足够精彩，足够波澜壮阔。
太平盛世，如同平静的琵琶湖，所有的危机与险恶都深藏水底；
战国乱世，却如同汹涌的江水到了最狭窄、最曲折、落差最大的一段，英雄武者之间相互激烈地碰撞
，形成无数个历史的旋涡，将世间最丑恶和最美丽、最陈腐和最新潮的一切，赤裸裸地翻腾在人们的
面前。
“越后之龙”上杉谦信无疑是日本历史长河中最耀眼的武者之一，他以一己之力先后对阵“相模之狮
”北条氏康和“甲斐之虎”武田信玄，战术上始终不曾落败，不堕军神之名！
龙、狮、虎之间的对抗和博弈也给日本战国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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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作者简介

赤军，理智的乐观主义者、历史小说作家、狂热的游戏人，国内知名历史论坛“新·战国联盟”主要
策划人之一，其作品极具个性，个人主页《宛如梦幻》在网络广为流传，并在国内发表过多部作品，
对于中国历史和日本战国时代的认识和论述尤见功力。
主要作品有《宛如梦幻——日本人的历史》《乱·龙——上杉谦信》《风云信长传》《尘劫录》《洗
烽录》《中国宰相的非正常死亡》等，曾与友人合著《生命——神授的权杖》《北京镜鉴记》《七武
士》等作品。部分作品还在中国台湾出版。
才能百短，自认只有三长：以冷峻的目光看历史，以乐观的心态对人生，以严谨的笔法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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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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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章节摘录

插图：只有南面的甲斐武田氏，从武田晴信之父信虎时代就致力北进，侵攻信浓。甲斐以南是与武田
家有姻亲关系的今川氏，东面是势力日益强大的北条氏，武田家想要发展，唯一的方向只有向北，也
即进取信浓。信浓国内群豪林立，民风剽悍，一旦被武田军吞并了信浓，将对越后构成极大的威胁。
尤其是武田军在通过信浓以后，最佳的发展方向也是继续向北，侵入越后。“武田军迟早会成为越后
之敌的，”景虎这般想道，“但武田晴信将在何时杀到奥信浓呢？是在十年以后，还是需要更长的时
间？此人残暴失道，看似并不足惧，但信浓豪强争斗不下，此消彼长，说不定晴信最终会获胜。况且
，听闻晴信之弟典厩信繁乃是仁义双全的无敌之将，倘若晴信不慎战死，信繁继承家督之位，北侵的
势头是否会加快呢？”提起晴信、信繁兄弟，景虎又不禁想到了自己和兄长晴景之间的关系，心头隐
约泛起一丝苦涩之味。他想要前往信浓国佐久郡，亲眼见一见号称战无不胜的武田军，并且实地勘察
一下地形。景虎带上金津新兵卫等四名侧近.再次假扮成游方僧侣，离开枥尾城，翻越野野海峠，沿着
千曲川进入了奥信浓。斋藤朝信还想跟随，景虎却说：“你已经是一城之主了，岂能跟着我深入险地
？”朝信哈哈大笑：“殿下您都敢深入险地。我又有什么可畏惧的？”景虎的脸色有些发红，咬了咬
牙关，终于直言道出了劝阻朝信的真正理由：“世间哪有如此相貌凶恶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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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杀伐无常，狂争乱斗的诸国武将中间，上杉谦信以尊神佛、重人伦、尚气节、好学问的高节之士见
称。令人感到不愧是混乱中的一股清新气息、　　——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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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编辑推荐

《乱龙上杉谦信(上下册)》是由黄山书社出版的。勇与义的化身平生指挥七十余场战役，未尝败绩，
是当之无愧的不败之将。一生秉持大义，是“昆沙门天王的使者”，更被誉为“北陆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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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精彩短评

1、简洁写实的描写与真实的刻画，值得一读。
2、看了这么多日本战国的东西，才能真正体会到三国演义的伟大
我最喜欢的日本战国这段历史，竟然没有一部像三国演义那样纵观全局的书
3、不错
4、赤军笔下的军神姐姐心思好细腻啊
5、书本质量还是很好的，快递也很迅速。这本书从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叙述，并没有写完上杉谦信的
一生，只写到了他出家得谦信法号，没写到他去世时的事，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书
6、记名字这件事差点把我搞疯。
7、书有点皱了。好书没有好封面是一件很蛋疼的事！！！其他问题倒不大。
8、川中岛
9、很喜欢谦信公，此书内容还可以，但结尾结得太早，不尽如人意，意犹未尽。
10、只写到第四次川中岛
11、乱世信徒
12、送货速度还不错，全新的书，包装也很好
13、好赤军
14、爱上那段历史的⋯⋯⋯⋯⋯⋯⋯⋯⋯⋯
15、中評
16、“清风朗月图书批发”是旧书了，纸张泛黄，不知道是旧德发黄，还是先天就这样！
17、赤军 拥簇 见参 写的比天与地更忠于史诗 而且节奏把握的很出色 就是结尾的部分太弱了 但无可否
认赤军大人的超强笔力 牛逼啊 
18、战国武将中最感兴趣的一个是谦信公，总觉得乱世之中此人有点特别啊。... 阅读更多
19、垃圾，写的什么玩意
20、有条评论说：“内政不如北条，用人不如信玄公，受命于危难的危机性不如魔王大人，能打不如
庆次郎，找媳妇不如猴子，智谋不如竹中。战国能人太多了，谦信之所以能那么吸引人，是因为真性
情。”
21、还不错，有段时间沉迷日本战国史，看着蛮好玩的。
22、看到网上对本书评价很不错就定了。以前卓越买书很快的啊，头天晚上下单，第二天中午就到了
。现在。。。希望加快速度，不要拖到15号以后！！！！！！
23、装帧略渣
24、嚼蜡。
25、真没有天与地写的好，立意错了，这是小说不是科普⋯⋯啊⋯⋯感觉看多了这类都不会写故事了
⋯⋯
26、引人入勝~
27、非常非常精彩的小说，几乎是一口气看到结尾的。情节很紧凑，对军神的一生描写的出神入化。
从少年时候的奇袭到血战川中岛（信繁战死那一段看的我都要掉泪了），从枥尾的少年到旷世的军神
，看完总觉得意犹未尽。啊啊想看武田信玄今川义元北条氏康啊啊~~老大加油&#62;_&#60;
28、感觉上杉正虎和武田信玄比差远了
29、【只要以谦信为主角的小说基本都会多加一星】【但是这部看的真热血澎湃的去厨房找酒来喝的
呀】【所以其实已经够到看着很幸福的标准了】这部里除了谦信大人，腹黑爱满地打滚【不对】的柿
子也超级萌的呀。【微妙的觉得威胁柿子的馆主大人也异常萌】好罢看到第四场川中岛之战大满足
。PS、总觉得女性的爱情描写不太吸引人，特别是和天与地比起来⋯⋯果然是因为作者的关系么⋯⋯
【喂！】
30、印象修正，军神年轻时乱萌的啊~顺柿崎景家有点棒啊⋯⋯有种放浪暴躁妖孽强受的错觉【喂
31、篇幅要是能再长一倍，贯穿谦信一生就好了
32、不错的 上杉谦信 学到很多
33、强大的越后之龙 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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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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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精彩书评

1、赤军对日本的了解可能来之于游戏，我对日本人的了解来自于动漫。最早的当然是一休，知道日
本最大的是将军，和中国被皇帝十二道金牌追回来杀掉的将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最早知道战国是
因为《犬夜叉》，织田信长也是从这个漫画里面得知的。 　　 后来，看了电视剧《大奥》，多少对
日本的武家产生了兴趣。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眼中的日本的武士，总是有点荒诞，甚至可笑，就
像我不理解他们动不动就切腹一样，对于日本武士，日本的战国，所知是片面的。 　　 其实，这本
书让我了解了很多日本的知识和日本的思维方式。 　　 记得，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认识一个日本留
学生，他为了学习中文，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羽毛球。那时候，我们问他，为什么学习中文，为什么来
中国留学。 　　 他用很生硬的中文说，在将来，中国会成为第一，学中文有用。 　　 当时的我，听
到这句话很高兴，但是觉得他的神情不像是恭维，而是有点苦大仇深的认真。 　　 现在想起来，好
像当时的我自大了，说不定，当时的我也是被他研究的中国的青年之一呢。 　　 了解一个国家，应
该从它的历史开始了解。 　　 历史，虽然不完全真实，任何文字的东西，总是主观性的，但是，起
码会知道，他们崇拜什么样的精神，而这种东西，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会更改的。 　　 上杉谦信是
勇将，他为自己赢得军神的称呼，这点不单单来自后世，更是出自敌对之人之口。这对于日本来说是
很高尚的褒奖，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也会认为敌人的夸奖是很高荣誉的夸奖，比如著名的：生子当
如孙仲谋！ 所以谦信公是令时人敬佩，令后人崇拜的！ 　　 说起来，这本书中开始的出场很精彩，
感觉男主是受命于危难，而她身上的光彩不知不觉就吸引了能人智将的归顺，这大概就是领导者的力
量。也是，再能打，也不如会指挥的强，万人敌，万人敌，真有一人抵万人的吗？ 　　 而后，与武
田信玄和北条氏康之间的拉锯与作战，也颇为精彩，应该是最精彩的了！ 　　 说起来，男主的爱情
，细细品来，真的很令人神往。说起来，很合摩羯座的腹黑，谁让赤军大神是两面三刀的摩羯呢？
2、《德川家康》的走红，或许是因为它被人当作是官场、职场、政治斗争所必备的参考书，但不幸
的是，拿这些当理由去买书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从上述所谓的不同角度去审视它，他们或许只是
因为听说它是一套必备的官场职场书，也或许只是因为这一系列书摆在自家的书架上非常可观。他们
已经忽略了这一系列图书的本质，拿它当成一本纯粹的历史小说来进行挖掘的乐趣。 近年来诸多日本
战国题材的作品在我国的文化市场上大量涌现，《德川家康》、《织田信长》、《伊达政宗》 等等日
本战国人物传记类的小说相继引进出版，加上《大奥》《利家与松》《天与地》等日本战国剧在国内
的上映，似乎日本战国历史在中国进入了一个阅读和认知的小高潮；实则不然，日本文化在中国最大
的受知群体，始终是大量的动漫游戏，还有日剧的用户，这个群体远非人们乃至媒体想象的浅薄浮躁
，他们也有更深层的文化诉求。 前几年《菊花与刀》这本讲述日本人社会属性的社会学名著的热销，
以及《德川家康》的走红，无非就是这同样一拨已经对日本文化有所了解的受知群体的深层文化诉求
，突然间受到了某些诸如当年中日关系变冷，或是书商所宣称的官场、职场、政治斗争所必备参考书
的刺激而已，但是这些外来刺激对这个已经存在的群体的影响是间歇而缺乏持续性的，在某种程度上
来讲，还不及这个群体内部的一些核心人物所一直在做的工作；而《乱龙——上杉谦信》这本书的作
者赤军，就是这个群体核心中的佼佼者。 关于日本战国的书，在这十几年里他已经出了不只一本，他
不仅是以国人的角度来撰写，其角度和思路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同时也使国人能够更加简单
的了解我们邻国的历史。因为他本人在多年研究日本战国史，以及和诸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笔墨论战
的过程中，早已经历过国人对一衣带水的邻邦由浅至深的认知过程。他不仅对这个认知过程的深入与
浅出有着更强的理解，同时也更好地把握了《乱龙——上杉谦信》作为历史小说的特征，那就是，既
有着强烈的有历史的厚重感觉，同时也有能为阅读带来乐趣的紧张的情节。 《乱龙——上杉谦信》兼
备了这些优点。对战争场面描写细腻角度独特，书中角色虽然众多但能有很好的注释，历史代入感强
增加临场感等等，较之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海音寺潮五郎与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丝毫不差。同时书中语
言流畅文字优美，对主角上杉谦信自幼年至壮年时的心理转变描写细致，人物刻画生动，读后，让人
能体味到历史车轮转动中的沧桑与巨变，人性与情感的冰与火的较量及对命运无常的感悟，这些都深
深的吸引了我不断阅读下去。 凡是历史超过千年以上的民族都可以称的上是伟大的，我的一位朋友对
我如是说，我深以为然。书中花费了众多笔墨对日本这个民族的文化进行了深度的描写，充分体现出
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文化背景，大到手足之间相互残杀的道德悲剧，小到一位武士的言行与行为准则书
中都作出细致的描绘，对古日本人道德规范与生活礼仪刻画丝毫不差，使读者能够对日本的文化更加
深入了解。 书中对日本风俗民情与衣食住行有细致的描绘，并增加注释，人物服装佩饰、房屋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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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龙-上杉谦信(上.下)》

地名讲解、角色小传、名人典故等等，每处都体现出浓郁的日本风情，作为一本战国风俗大全供人查
询也无不可。 赤军的这本书是本可以让中国人从正面直接了解日本历史的好书，讲述的是个不平凡人
的成长与成功，它是一部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和文学应有重量的作品。强烈的真实感觉让我有种回道
乱世的感觉，惟其真实与平易，才会更加触碰心灵。正是从这点上讲，我对赤军的这部作品与主人公
上杉谦信，这位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心存敬意。 所以，对于诸多关于中国人的历史都没研究好还
去研究日本历史的嘈杂及不负责言论，我们完全可以一笑置之，因为那些人，完全不能理解他人为一
件喜爱的事情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也完全不能理解写作者和阅读者在这样一本作品中所能发掘出的
乐趣。石田 
3、石田 《德川家康》的走红，或许是因为它被人当作是官场、职场、政治斗争所必备的参考书，但
不幸的是，拿这些当理由去买书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从上述所谓的不同角度去审视它，他们或许
只是因为听说它是一套必备的官场职场书，也或许只是因为这一系列书摆在自家的书架上非常可观。
他们已经忽略了这一系列图书的本质，拿它当成一本纯粹的历史小说来进行挖掘的乐趣。 近年来诸多
日本战国题材的作品在我国的文化市场上大量涌现，《德川家康》、《织田信长》、《伊达政宗》 等
等日本战国人物传记类的小说相继引进出版，加上《大奥》《利家与松》《天与地》等日本战国剧在
国内的上映，似乎日本战国历史在中国进入了一个阅读和认知的小高潮；实则不然，日本文化在中国
最大的受知群体，始终是大量的动漫游戏，还有日剧的用户，这个群体远非人们乃至媒体想象的浅薄
浮躁，他们也有更深层的文化诉求。 前几年《菊花与刀》这本讲述日本人社会属性的社会学名著的热
销，以及《德川家康》的走红，无非就是这同样一拨已经对日本文化有所了解的受知群体的深层文化
诉求，突然间受到了某些诸如当年中日关系变冷，或是书商所宣称的官场、职场、政治斗争所必备参
考书的刺激而已，但是这些外来刺激对这个已经存在的群体的影响是间歇而缺乏持续性的，在某种程
度上来讲，还不及这个群体内部的一些核心人物所一直在做的工作；而《乱龙——上杉谦信》这本书
的作者赤军，就是这个群体核心中的佼佼者。 关于日本战国的书，在这十几年里他已经出了不只一本
，他不仅是以国人的角度来撰写，其角度和思路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同时也使国人能够更加
简单的了解我们邻国的历史。因为他本人在多年研究日本战国史，以及和诸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笔墨
论战的过程中，早已经历过国人对一衣带水的邻邦由浅至深的认知过程。他不仅对这个认知过程的深
入与浅出有着更强的理解，同时也更好地把握了《乱龙——上杉谦信》作为历史小说的特征，那就是
，既有着强烈的有历史的厚重感觉，同时也有能为阅读带来乐趣的紧张的情节。 《乱龙——上杉谦信
》兼备了这些优点。对战争场面描写细腻角度独特，书中角色虽然众多但能有很好的注释，历史代入
感强增加临场感等等，较之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海音寺潮五郎与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丝毫不差。同时书
中语言流畅文字优美，对主角上杉谦信自幼年至壮年时的心理转变描写细致，人物刻画生动，读后，
让人能体味到历史车轮转动中的沧桑与巨变，人性与情感的冰与火的较量及对命运无常的感悟，这些
都深深的吸引了我不断阅读下去。 凡是历史超过千年以上的民族都可以称的上是伟大的，我的一位朋
友对我如是说，我深以为然。书中花费了众多笔墨对日本这个民族的文化进行了深度的描写，充分体
现出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文化背景，大到手足之间相互残杀的道德悲剧，小到一位武士的言行与行为准
则书中都作出细致的描绘，对古日本人道德规范与生活礼仪刻画丝毫不差，使读者能够对日本的文化
更加深入了解。 书中对日本风俗民情与衣食住行有细致的描绘，并增加注释，人物服装佩饰、房屋城
池、地名讲解、角色小传、名人典故等等，每处都体现出浓郁的日本风情，作为一本战国风俗大全供
人查询也无不可。 赤军的这本书是本可以让中国人从正面直接了解日本历史的好书，讲述的是个不平
凡人的成长与成功，它是一部体现了作家的责任感和文学应有重量的作品。强烈的真实感觉让我有种
回道乱世的感觉，惟其真实与平易，才会更加触碰心灵。正是从这点上讲，我对赤军的这部作品与主
人公上杉谦信，这位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心存敬意。 所以，对于诸多关于中国人的历史都没研究
好还去研究日本历史的嘈杂及不负责言论，我们完全可以一笑置之，因为那些人，完全不能理解他人
为一件喜爱的事情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也完全不能理解写作者和阅读者在这样一本作品中所能发掘
出的乐趣。
4、本书的作者赤军，我曾经见过一次，于今大概有十来年了吧。那时我刚刚毕业，正是网络BBS的风
云时代，新战联的气氛如今回想有如烈火烹油，于是在某个五一相约于上海。正式的活动是在某个居
酒屋的聚会，闹烘烘的一群素未谋面的人各自介绍着自己，会后还去射了箭，那青春热血的样子仿佛
是新选组初会于小石川。在这群人中，赤军的地位，或许相当于京泽鸭。不久我辈就被雨打风吹去了
，许多网络BBS成了愤青的街垒，而我们被天涯或者猫扑收编了去做文青或者混青。赤军兄则坚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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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除了《宛如梦幻》和《乱龙》之类的日本历史类文字，他的网络小说《尘劫录》，《洗烽录》
也都是一时佳作。可惜叫好不叫座，在起点的成绩大概远远比不过唐家三少之流的小白文作者，让我
们这些远远的关心他的人为之叹息。本书其实很难写，海音寺潮五郎的《天与地》珠玉在前，没什么
人敢于挑战这个话题，而赤军居然就写了，而且写出了不同。这大概得益于他和马羽等新战联核心人
物一直追求的考据之风。于是他笔下的人物关系比日本人写得更为合理可信也更有条理，比如谦信和
大熊朝秀或者扬北众之间的恩恩怨怨，再比如第四次川中岛合战的八幡原遭遇经过。可惜他写得再好
，本书毕竟也是一本小众的读物，也没有人会给他一座大佛次郎奖，这也是身为小众应该有的觉悟。
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于对方，都是又爱又恨。同样这四个字，国人终归是恨多于爱。这种情绪从民族恩
怨上来讲，固然是很合理的，可是太祖他老人家教导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无论是面向未来还是过
去，双方更多的了解对方总是好事。赤军这家伙，就是面向过去的典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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