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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田三代》

书籍目录

第1章 真田氏の興り(真田氏の祖「滋野一族」の実像
真田氏はいつ、どこで誕生したか)
第2章 真田幸綱の本領回復(苦難のはじまり
武田晴信への臣従 ほか)
第3章 真田昌幸の飛躍(武田信玄の近習時代
兄信綱の死と家督相続 ほか)
第4章 「犬伏の別れ」と上田合戦(東国の火薬庫、弾ける
豊臣大名真田氏 ほか)
第5章 真田信繁の悲劇(真田信繁の雌伏
大坂冬の陣 ほか)

Page 4



《真田三代》

精彩短评

1、最大价值在于考察了幸纲（幸隆）从失去旧领到出仕武田恢复旧领的历程，研究了他在武田信浓
征服的具体作用。以及昌幸在胜赖时期的作用，真田在天正壬午之乱，长袖善舞于上杉，德川，北条
从而存活下来并跻身成为战国大名。信繁（幸村）部分过于小说。信之（信幸），信尹部分完全被忽
略，稍深的普及读物。
2、掩卷时突然脑补了华西村的大金塔：幸纲好比金塔朴实的地基，昌幸如挺拔的建筑主体，而信繁
就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金顶。（ジュンク堂書店 福岡店 2014.10.06）
3、個书出呆丸中文版鸟，武田粉真田粉一定要入一本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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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田三代》

章节试读

1、《真田三代》的笔记-第122页

        また、晩年の信玄は、戦没（せんぼつ）した将兵の【回向】はもちろん、武田軍を構成するす
べての士卒のために、「七難即滅．七福即生」を看経所で唱え（となえ）⋯
-------------------------------------------------------------------------------

【回向】（えこう）大乘佛教术语。回转自己所修之功德于众生或到法界中，而非自己独享。由此，
亡者和生者均可在阿弥陀佛的光明中得到庇护和引导。

【七難即滅．七福即生】（しちなんそくめつ　しちふくそくしょう）仁王经的一句。指苦难马上消
失，转化为福祉。
七難：太陽の異変、星の異変、風害、水害、火災、旱害、盗難
七福：寿命、有福、人望、清簾、威光、愛敬、大量→演化为七福神信仰

-------------------------------------------------------------------------------

据传晚年的信玄为春日虎纲、真田昌幸等5人每人诵不动明王咒文百遍。看到这里莫名泪目T.T

2、《真田三代》的笔记-第76页

        【御屋形様】

日文中可称老大为【親分】，手下自然是【子分】，所以一直以为【おやかたさま】汉字对应【親方
様】，断句是断错了⋯⋯

屋形号：
室町幕府授予守护以上的足利一门族人、有力守护、对室町幕府建设有功的国人领主“屋形/館”号。
初有21家，俗称「室町二十一屋形」。其中含守护大名武田氏。

景虎上洛，其中一项收获为取得「屋形号使用許可」，从此其越后国主大名的身份为室町幕府所承认
，并且和信玄一样可被尊称「御屋形様」。

原本蔑视景虎出身的信玄公快气shi了吧。

3、《真田三代》的笔记-第67页

        宫元健次氏指出，信玄和谦信之间长达12年的五次川中岛合战，实质是对善光寺如来的争夺战。
善光寺如来为日本三大密佛之一。另两尊分别是东大寺二月堂的十一面观音菩萨像和浅草寺圣观音菩
萨像。

4、《真田三代》的笔记-第76页

        【裏書御免】是指写信时可以不在信封背面落款而直接将书信寄出。

在身份社会里，写信有很多复杂的规矩。直到今天写商务邮件时，仍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更不要
说战国时——那时书信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联络方式。如果书信有失礼之处，很容易引发外交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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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田三代》

当时【裏書御免】是只有足利将军家和三管领才可享有的特权，所以景虎被幕府允许【裏書御免】是
非常荣耀的事情。

5、《真田三代》的笔记-第55页

        攻打戸石城前的7月2日，晴信给幸綱一封【判物】，许诺如果村上攻略成功，将赐其小県（ちい
さがた）郡諏訪形1000【貫文】的领地。

---------------------------------------------------------------------------------------

【判物】（はんもつ）室町到江户时代武家文书的一种。由上位者（特别是将军、大名、藩主）对家
臣发出，多用于领地赏赐、安堵，功绩表彰。属于较正式的公文。

【貫文】（かんもん）贯为货币单位。战国和织丰期，将武将领国土地上可出产的作物产量（米）转
换为货币，以此作为税赋基础。即贯高制。同样贯数的土地可能面积不同。通常1贯=2石。

6、《真田三代》的笔记-第124页

        そして、三枝は【一番鑓】、昌幸と曾根（そね）は二番鑓の戦功をあげ、花沢城攻略に大きく
貢献したという。
-------------------------------------------------------------------------------------------------

【一番鑓】（いちばんやり）鑓即枪。一番枪原指最先持枪冲入敌阵之人，这个个人称号是勇猛的象
征，后引申为最先立下战功之人。

Page 7



《真田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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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