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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第十一部）》

内容概要

丰臣秀赖进京未果，德川家康不仅不加责怪，反而令六子忠辉往大坂探病。但淀夫人仍无动于衷，反
而生起疑心。
德川家康重用英吉利人三浦按针，激起旧教国葡萄牙与西班牙传教士的不满与恐慌。但家康内心对新
旧教并无区别对待，对其明争暗斗浑无知觉，一方面重用林道春等儒家学人，治理国内礼仪风气，一
方面愈热衷于海外发展，逐渐取得成果。
不料值此天下太平、百废俱兴之际，大久保长安竟生起狼子野心，私藏黄金，制联名状，想让主子忠
辉与将军秀忠平分天下，但尚未及起事，长安突然病亡。长安身亡后，联名状事发，德川家重臣大久
保家受连累败落。
德川家康进京，丰臣秀赖上洛相会。祖孙携手言欢。但双方重臣心怀宿怨，出言相讥，致使丰臣家重
臣怀恨在心，生起反意，而因联名状上又有丰臣秀赖之名，天下形势再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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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第十一部）》

作者简介

山冈庄八（1907-1978），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著有《德川家康》、《织田信长》、《丰臣秀吉》、
《伊达政宗》等，作品规模宏大，运笔细腻生动，代表了日本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逝世后，因其杰
出成就，被追授瑞宝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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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第十一部）》

书籍目录

一 谋生四条河二 倚红拥翠三 敢违天命四 家康问道五 筑城风波六 借病施疑七 良教良子八 红毛“海盗
”九 南蛮野心一〇 出航大海一一 祸端初显一二 联名状一三 密盒天机一四 窗开三百年一五 身后计一
六 血浓血薄一七 大坂回心一八 平地风波一九 微服探病二○ 匹夫忧国二一 忠义之臣二二 相会二条城
二三 大坂刁妇二四 流浪圣人二五 恶人恶心二六 大坂隐患二七 一期一会二八 命有反骨二九 命如虫豸
三○ 长安事败三一 以剑止杀三二 万雷惊落三三 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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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第十一部）》

章节摘录

一　谋生四条河自庆长八年始，京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百姓亦安居乐业。同九年举行丰国祭时
，此种繁荣已有落地生根之势。至十年夏，人间似乎已成太平盛世，战乱恍若隔世。德川秀忠人京，
曾在一片繁华中激起些许微澜，不意最后反而彻底消除了百姓的不安。最初听说秀忠携十六万大军赴
京就任将军之位，京坂各地百姓纷纷作好了逃难准备。后来，经过所司代板仓胜重及茶屋四郎次郎清
次、本阿弥光悦和角仓与市等人积极游说奔走，才未发生大骚乱。不久，便举行了盛大的高台寺落成
礼。丰臣秀赖入京，因遭到上方大名和淀夫人反对而未果，对此，一些有心人曾隐隐感到担忧。然而
，据说德川家康事后不但对此并未深究，反命六男忠辉代秀忠前往大坂城问病。待秀忠圆满主持了高
台寺落成礼后，前往江户赴任，世人方才完全放下心来，深感天下大势已定。庆长十年六月初四，秀
忠出发前往京城。当日，本阿弥光悦家中做了红豆饭，举家同庆。光悦在丰臣秀吉时曾心存不安。当
日，他却召集亲朋好友。“只要有大御所，海内便不会乱！”推杯换盏之际，他兴奋地声称：“新京
城诞生了！”秀忠赴京二十多日后，高台院正式迁往高台寺。京城内外，民风焕然一新。民心真正稳
定下来的证据之一，是北野天满宫境内、四条河岸附近搭起了杂耍戏棚，虽值盛夏，依然观者云集。
其中不仅有京城居民，还有各地前来觐见的使者，以及上京亲身体会太平盛世的外地游客。一日，本
阿弥光悦行至四条河畔的歌舞伎馆前，巧遇旧友角仓与市。与市作为商家，已与同样年轻的茶屋齐名
，他本人亦雄心万丈，一直在暗中寻找扩大交易的机会，计划再增加一艘朱印船。此日途经此地，乃
是为了去游说专门负责幕府海外交易事宜的丰光寺承兑大师。“在此处遇到先生，实乃晚生之幸。咱
们到附近用些茶吧。”与市不由分说，把光悦拉到附近一家挂着苇帘的茶舍里。“先生一直颇为关照
茶屋先生，可也别忘了与市啊。晚生希望，无论如何再增加一艘朱印船。”与市道。“明白，明白。
此事我已向大御所禀报过了。”光悦道。河面上吹来清凉的风，二人甫一落坐，光悦突然意识到，邻
座那个客人，在哪里见过⋯⋯此人头戴宗匠头巾，年纪五十左右，身形气派一望便知乃是武士。光悦
一面听角仓与市说话，一面努力回忆。“知道知道，你就放心吧，一定能批下来。”光悦继续敷衍着
。突然，“啪”的一声，他重重拍膝道：“对，高山右近大夫！”角仓与市吓了一跳，问道：“您说
什么？”“嘘——”光悦赶紧向与市使了个眼色，身子一转，背对苇帘。此时与市似也明白了些，小
声道：“旁边那位是何人？”“就是想把洋教立为日本国教、惹得已故太阁震怒的高山右近大夫。”
“哦？那位寄身于加贺前田门下的茶道师？”“是啊。现已改名为等伯。在茶道方面造诣颇高，乃‘
利休七哲’第一人。”“噢，时隔多年，高山右近大夫又从加贺回到此处游玩？”“嘘——”光悦再
次止住与市，他听到，那个和高山右近坐在一处的武士似提到了松平忠辉。忠辉公子不久前曾代将军
前往大坂城问病，京坂一时议论纷纷。然而引起光悦兴趣的倒并非此事．而是因为光悦的表妹阿幸嫁
给了忠辉家老大久保长安为妾，但听说最近她已离开佐渡，到了京城。“啊，这么说来，松平忠辉大
人还真是器量非凡啊。”光悦凝神细听时，高山右近的声音如行云流水般清晰传来。唯经常练习歌谣
，才会有这般好嗓子。“我在大坂也听说了。家康公诸子中，松平大人的气度丝毫不逊于结城秀康大
人。”“正是。”“但大人的眉眼之间隐生反骨，您不认为有些意思吗？”那武士说罢，低声笑了。
高山右近好像对此也颇有兴致。“众多兄弟之中突然生出一个逆子，但还远远不止这些吧。”“是啊
。让我们旧教的敌人、英吉利人三浦按针一直待在家康公左右，甚是危险。不知何时，我们的人可能
就被他用计赶出日本了。天主教信徒的不安并非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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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第十一部）》

媒体关注与评论

《德川家康》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谋略、诡诈、杀机，但也充满忠贞、效命，和崇高的统一全国的
理念。中国有两部书可以和它相比，一是《资冶通鉴》，一是《三国演义》。 ——柏杨（著名史学家
、作家） 每次在政治上遇到麻烦，我便设想德川家康会怎么解决。 ——中曾根康弘（日本前首相） 
我从小就崇拜德川家康，他激发我的灵感和斗志。因此，我要求我的干部必须熟读《德川家康》。 —
—松下幸之助（经营之神、日本松下电器创建人） 短短二十年的工夫，日本就从战后的废墟中复兴，
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为什么那么了不起？问题的答案就在德川家康身上。事实上，每一个日本人
都是另一个德川家康，要了解日本、超越日本，必须先了解德川家康。 ——赖世和（美国前驻日大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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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第十一部）》

编辑推荐

《德川家康11:王道无敌》由南海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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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第十一部）》

精彩短评

1、有点啰嗦的书，但是完美主义，还是要凑齐一套的。
2、这部不知道是翻译还是什么的问题，有点不知所云，感觉近乎大久保长安的传记了。
3、
步入17世纪，尼德兰和英吉利的势力渐渐盖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
德川家康几乎成神了。
大久保长安竟然想让忠辉成为天下人，野心不小。
4、这本比较无趣，满满都是权谋
5、大久保长安死了，留下一场危机。
6、三流阴谋家大久保长安死后留下了一堆烂摊子，生硬拼凑出来的一部，看的好无聊啊！
7、暗流汹涌的和平年代。这种时候，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战国啦
8、终于把这本主角为大久保长安的看完了。太平时代的暗斗不好写，我也能看出山冈庄八费了很多
心思，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是读起来太累，读得我好辛苦。
9、低智商如我已无法理解长安和政宗部下的局了。。但是德川最终把矛头对准大阪原来还和洋教有
关么 存疑><
10、想了半天与其留给儿子烦恼还是不如我自己靠积攒的实力和声望背锅处理掉大阪的秀赖算了之卷
其二
11、大家期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读完了他！
12、原本没买全，现在白色的版本要绝版了，赶在绝版前抢了一本内容没什么好说的，比较经典
13、德川家康到了这一步，作者对其的偏向性越来越明显。德川家康是当之无愧的枭雄，但将其写成
圣人一般，却有些过了。
14、这一卷里，最让人惋惜的是阿幸；最让人担心的是松平忠辉；最让人不安的是伊达政宗；最让人
不舍的，应该是走在暮年最后的德川家康了。
15、第十一部　王道无敌

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礼仪之风的发展与新旧宗教明暗相较相杀；另一方面是金子和挖金子的人的故事
。“江户和大阪之间的风波终于趋于缓和，天下难得暂时的太平光景，诸势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然
而松平忠辉的家老、为家康管理领地和天下金山的大久保长安侵吞金银，并以开展贸易为名诱骗众人
写下誓书。南蛮和红毛的洋教教派之争、大久保和本多的家臣派别之争、将军秀忠和忠辉的兄弟之争
、乃至江户和大阪之争，都围绕着大久保长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大久保长安的忽然去世，开
启了风暴的前奏。”By Weiwei
16、很好，以前买了几本没买全，这下了了一桩心事
17、这一部最亮眼的应该是伊达政宗了，虽然不少人吐槽伊达政宗上战场打死爹这件事，不过就从这
一部中伊达在处理外交内政的各种手腕以及对德川根基造成的影响可以看出若真让他早生二十年谁都
不知道战国史又会是怎样
18、胜败是在战外就已经决出的。就如同两个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相爱，那么注定就是一部悲剧。
    而拥天下，就需要无我，继而才有一颗天下人的心。
19、宗教斗争远远超过了信仰的本身。对今日当局的启示
20、这一本我已经读不懂了啊...
21、20140306
22、小早川秀秋的倒戈基本是必然的，关原合战的排兵布阵西军是占尽优势的，结果却一败涂地。老
乌龟这个时候已经把猴子的“位攻法”学得淋漓尽致了。
23、新教旧教什么的烦死了 这本书经常看了一大段话却不知道什么意思 大久保长安到底是个什么人也
没看明白稀里糊涂就死了 阿幸也稀里糊涂死了 关原合战之后就没有激情了
24、德川家康真是一部好书
25、学习日语的老师推荐我们看的，说是要学好日语，就要从了解他们的文化出发，只是懂得说并不
是真的学好了。如果不能从心里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是会闹出很多笑话的，丢自
己的脸不要紧，丢国家的脸就不好了嘛，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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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第十一部）》

26、天下虽太平十几年，但新旧教之争、德川权位之争、丰臣氏与德川旗本大名间的隔阂仍旧是纷乱
之源。再碰上伊达政宗、大久保长安之类的野心，晚年的家康虽已定幕府，仍需要为天下操心。
27、长安死了留下一堆麻烦事儿，感觉家康也要跪了呢
28、题目为什么叫王道无敌？如果说之前一直在强调只有私心就会偏狭，那这一部就开始强调不能理
解别人的私心也无法达成天意，流言的主角都心胸坦荡，但流言的传播者却难免躁动，天下之主不能
不考虑这些还未能克服私心的人的心情，这一部懂得利用他人私心的伊达政宗的计谋之巧妙的确可与
之前的家康相比
29、秀吉作死完 开始秀赖作 不过家康真这么好心？
30、历史往往是为胜者记载的。为败者记史寥寥。
31、　　江户和大阪之间的风波终于趋于缓和，天下难得暂时的太平光景，诸势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
。然而松平忠辉的家老、为家康管理领地和天下金山的大久保长安侵吞金银，并以开展贸易为名诱骗
众人写下誓书。南蛮和红毛的洋教教派之争、大久保和本多的家臣派别之争、将军秀忠和忠辉的兄弟
之争、乃至江户和大阪之争，都围绕着大久保长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大久保长安的忽然去世
，开启了风暴的前奏。
　　
　　原文链接：http://weiwei.im/chs/articles/book-summary-tokugawa-ieyasu-11.html
32、日本对传统的保护确实强于我国，看来我们应努力啊。
33、太平盛世读来确实乏味 又怎能责怪
34、很喜欢，下次还会再光顾的
35、目测下一本超精彩
36、读这一本的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的赶紧的！婆婆妈妈啰啰嗦嗦要挣多少稿费啊？！
37、总有费解之处
38、还是打仗看起来简单过瘾，治国理政看起来有些昏昏欲睡
39、渐入尾声,与家康同时代的人渐次凋谢.貌似太平盛世已经到来,却又有更大的风暴隐约出现在天边.
话说长安也是个人物,可惜是身死太早,没有出彩的机会.和平虽至,可惜还是人心思动,看看家康如何化解
这一危机..
40、好书，经典，值得收藏~~~
41、战国枭雄
42、越来越看不懂了。
43、包容！bk:兄弟阋于墙
44、能够活到有叛逆之心的人先死，也算是得天独厚了。
45、在德川家康成为大御所，把权杖顺利交接给秀忠成为第二代将军后，大阪和江户，红毛和南蛮围
绕着黄金，贸易暗流涌动。终于在大久保长安即忠辉的家老身上集中爆发出来。伊达政宗作为忠辉的
岳父才是真正可怕的卧塌之虎，局势其实看似太平，其实一触即发，大阪的秀赖由于身边缺少辅佐的
能臣因此也是隐患，该如何抉择？
46、万雷惊落，大久保长安的起事确实让人意外
47、楼上的好专业。。。
48、很久就读完了，一直忘记评论了。。。
49、对新旧洋教的放任、对长安的轻信、对大板和秀赖的恭谦让、对伊达的缺乏约束，晚年的德川家
康真的是给自己下了套
50、一套中的一本，值得珍藏
51、不知和史实的真实度有多高，通篇下来看到的事、人值得思考、学习！
52、　　王道无敌
　　小时候看三国，感觉刘备真是个憨厚忠诚讲义气的好人，
　　跟爸爸一直在讨论，为什么曹操这么枭，而刘备这么的憨
　　爸爸告诉我：因为书是从刘备的角度来写的，作者当然会偏向刘备，即使他做了不仁不义之事，
作者也会给他套上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时候还不懂。
　　现在想想事情的确如此。
　　就拿山庄冈八写德川家康来说吧，我是越来越觉得作者的偏向性太重了，有点强词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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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第十一部）》

　　作者写道，关原合战之时，石田三成的西军与德川家康的东军交战。作者说石田三成打这一仗是
为私心，德川家康则是遵从神佛之心，一为乌合之众，另一个则是神兵。唉，这个我真是看不下去了
。。。
　　同样是为了争夺天下的权柄，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就像注定德川家康将会坐拥天下，而石田先前
就知道此乃必败之战，但还是要飞蛾扑火。
　　事实表明，其实当时的情况是难分伯仲的。要不是小早川秀秋最后时刻的倒戈，建立政权的还不
知是谁呢？
　　所以，所以。。。作者太太主观了。。。
　　不过这始终是历史小说，不必太当真，好看就行。 
　　
53、要开始平安年代的内乱了⋯⋯挺有意思的
54、自己要凑齐一套书，没有想到这里有，很高兴！
55、日本武士道精神可从中了解一二，最大感慨便是德川家康乃神人也，貌似没有缺点。
56、越往后看越觉着累⋯⋯ 果然太平比打仗更累⋯⋯
57、其实还是有不少人指出这部书到后来越发的有失偏颇了，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过于神佛化家康，然后把长安等人过于妖魔化，这本最后家康儿子之间斗争的伏笔倒是埋的挺好让人
想接着看
58、书中有大量的关于佛学、茶道的理解，这也是日本的精神象征吧~
59、很早就读完，忘记记录了。
60、质量与内容均不错，值得推荐！
61、充满希望地忍耐现实和抓住时机去有所作为  德川家康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许多人说他是缩头乌
龟，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错。你总不能让乌龟变成兔子吧。乌龟虽然短时间跑不过兔子，这是自然因
素无法改变，但乌龟跑的慢不等于跑不远跑不到终点。相反，兔子跑的快不等于... 阅读更多
62、全套13本，听听蛮多的，看看挺快的。德川家康真能忍，还真能等，年轻就是优势呀，用时间来
解决对手。可是我等得起吗？
63、　　大久保长安的行径太令人发指了，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作为金山奉行竟然荒淫无道、机关
算尽，玩弄宗主、世间大名、随从于股掌之间。随着长安终因中风暴毙，遗留下的名册和无尽黄金形
成了巨大的深渊。
　　
　　加之南蛮人索德罗和比斯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伊达政宗的老谋深算，这一切给看似已安定稳固
的德川幕府激起波澜。
　　
　　或许这也是德川家康的疏忽。对洋教和欧罗巴国家的宽松政策、对手下奉行的放任、对丰臣秀赖
的尊崇、对大名的缺乏约束都是这场危机的来源。
　　
　　当年战场上骁勇善战的谱代大名一一辞世不免让人心生遗憾，江山代有人才出。能够把握时局、
拯救日本战乱的新人在哪里？谁才能让家康寿终正寝？这些是我心中的疑问，也期待下一部来逐步解
释谜题。
64、这部极尽啰嗦
65、感觉大久保长安作得一手好死啊
66、这本看得真艰辛
67、秀吉身死、天下大势已定后，不应该还写的这么啰嗦，而且后面神吹家康吹到没谱。
68、大久保长安的一点野心，居然推动起了大乱
69、卓越网上没有全套呢？看了第一本，觉得还可以，但是网上没有全套，比较扫兴
70、德川家康
71、至今已看了11部，这一部当算是最精彩的一部了,家康也将走入人生尽头,本以为可以安心离去，没
想到世事难料，让他的本已淡然的心再一次被吵醒。秀忠啊秀忠,怎么没让我感觉有什么才能呢。这一
部中很多老人先后去世，想想也是很凄凉啊。岁月不饶人啊，期待最后的两部的精彩故事。。--2015
年6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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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世上百人中，总有九十稚嫩，他们总是遇事哭成一团，争成一处，不辨东西南北
73、乱世谋变，安则图稳。过快的变化使得人们往往迷失自己，要么背水一战，要么休养生息！
74、暗潮涌动，杂然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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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大久保长安的行径太令人发指了，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作为金山奉行竟然荒淫无道、机关算尽
，玩弄宗主、世间大名、随从于股掌之间。随着长安终因中风暴毙，遗留下的名册和无尽黄金形成了
巨大的深渊。加之南蛮人索德罗和比斯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伊达政宗的老谋深算，这一切给看似已
安定稳固的德川幕府激起波澜。或许这也是德川家康的疏忽。对洋教和欧罗巴国家的宽松政策、对手
下奉行的放任、对丰臣秀赖的尊崇、对大名的缺乏约束都是这场危机的来源。当年战场上骁勇善战的
谱代大名一一辞世不免让人心生遗憾，江山代有人才出。能够把握时局、拯救日本战乱的新人在哪里
？谁才能让家康寿终正寝？这些是我心中的疑问，也期待下一部来逐步解释谜题。
2、我读过很多史书小说，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目前读到过的最好的一部，客观的说绝不逊于我国的
《三国演义》。为此，出于兴趣，我特意走访了日本的京都，亲到德川家康当年在日本京都的御所二
条城。并用绘本的方式呈现出来，相关详情见我Blog之《德川の城——元离宫二条城》
：http://jackyzhang820325.spaces.live.com/不过更让我震惊的是，如今的京都依然保持着当年幕府武士时
期的城郭，着实不可思议，你甚至可以看到早在中国消失的唐代建筑风格在日本京都依然屹立，不禁
令人感叹万千。。。
3、王道无敌小时候看三国，感觉刘备真是个憨厚忠诚讲义气的好人，跟爸爸一直在讨论，为什么曹
操这么枭，而刘备这么的憨爸爸告诉我：因为书是从刘备的角度来写的，作者当然会偏向刘备，即使
他做了不仁不义之事，作者也会给他套上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时候还不懂。现在想想事情的确如此
。就拿山庄冈八写德川家康来说吧，我是越来越觉得作者的偏向性太重了，有点强词夺理。作者写道
，关原合战之时，石田三成的西军与德川家康的东军交战。作者说石田三成打这一仗是为私心，德川
家康则是遵从神佛之心，一为乌合之众，另一个则是神兵。唉，这个我真是看不下去了。。。同样是
为了争夺天下的权柄，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就像注定德川家康将会坐拥天下，而石田先前就知道此乃
必败之战，但还是要飞蛾扑火。事实表明，其实当时的情况是难分伯仲的。要不是小早川秀秋最后时
刻的倒戈，建立政权的还不知是谁呢？所以，所以。。。作者太太主观了。。。不过这始终是历史小
说，不必太当真，好看就行。 
4、江户和大阪之间的风波终于趋于缓和，天下难得暂时的太平光景，诸势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然
而松平忠辉的家老、为家康管理领地和天下金山的大久保长安侵吞金银，并以开展贸易为名诱骗众人
写下誓书。南蛮和红毛的洋教教派之争、大久保和本多的家臣派别之争、将军秀忠和忠辉的兄弟之争
、乃至江户和大阪之争，都围绕着大久保长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大久保长安的忽然去世，开
启了风暴的前奏。原文链接：http://weiwei.im/chs/articles/book-summary-tokugawa-ieyasu-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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