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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布武》

前言

　　最初接触日本历史并对其感兴趣，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懵懂软弱的
大学生而已。至于接触的初始渠道，喜爱的最早原因，现在都已经回想不起来了，它应该如同很多个
人兴趣一样，是潜移默化，逐渐培养起来的。　　最初，吸引我的目光，把我带入这片天地的就是战
国史。因为这不过百余年的历史足够混乱，也足够精彩。仿佛汹涌江水最狭窄、曲折，同时落差也最
大的那一段，原本清澈的水面泛起浊浪，互相激烈地碰撞以后，形成无数个足以致人死命的旋涡。这
种旋涡在太平盛世是看不到的，太平盛世的危机永远埋藏在百尺水下，而乱世的一切东西，包括最丑
恶的和最美丽的，最陈腐的和最新潮的，全都浮上了表面，赤裸裸地展示在后人面前。　　这样的历
史，对于一个年轻的，并且是历史爱好者的我来说，是最具魅力的。　　不过，我最早对织田信长其
人却并无感觉，喜欢的是阴柔的军学家武田信玄、阳刚的守护神上杉谦信，等等而已。当时我浅薄地
认为，信长只是一个强力的破坏者，像这种以无上的权威去摧毁旧世界的霸王，其性格往往会流于简
单化和表面化，根本不值得去深入了解和研究。　　日本有一则著名的寓言，是这样说的：　　杜鹃
不鸣，何如？信长公云：不鸣则杀；秀吉公云：我诱其呜；家　　康公云：我待其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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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布武》

内容概要

《天下布武·织田信长》讲述了：天下布武——以武家的政权来支配天下，他，充满了矛盾与悖论。
他狂放不羁却又思虑缜密：行事大胆又懂得忍让雌伏。鞭笞者骂他这“暴君”、“第六天魔王”；赞
誉看说他是“风云儿”、“革命家”。无可否认，他促进了杀伐不断的日本战国时代的终结，他奠定
了其后数百年太平盛世开创的基础！织田信长可谓日本战国时期最有作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他本是乱世的终结者，盛世的开创者，却最终为他人做嫁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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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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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布武——织田信长》、《宛如梦幻——日本人的历史》、《乱·龙——上杉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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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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布武》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霸王诞生第二章 尾张的风云儿第三章 悲风桶狭间第四章 天下布武第五章 上洛第六章 姊川合
战第七章 第六天魔王第八章 信长包围网第九章 长岛血泪第十章 激战长筱第十一章 平安乐土第十二章 
隐伏的危机第十三章 迈向辉煌第十四章 烈火本能寺第十五章 乱世的终结附录 织田信长简明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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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布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霸王诞生　　下剋上的乱世　　在叙述织田信长的功业以前，咱们先得来谈谈日本当时的
大环境。名义上的统治者天皇及贵族们所组建的朝廷，早就已经被完全架空了，从十二世纪中期开始
，权力落到了武士集团手中。武士集团也有个名义上的共主，那就是幕府将军。这里所说的将军，是
指由天皇授任的、可以世袭的“征夷大将军”，将军所开设的管理机构就称为“幕府”——幕府这个
词汇，原本出自中国，被日本人照抄了过去。　　日本一共经历过三个幕府时代，即镰仓幕府、室町
幕府和江户幕府，三个幕府的名称，都是由其统治机构所在地来命名的。战国时代开始于第二个幕府
——室町幕府——的中后期，最后终结于江户幕府的建立。江户幕府又称德川幕府，就是由织田信长
的忠实盟友德川家康所开创的。　　作为乱世的战国时代，当时日本各地表现为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通常在描述战国时代的时候，日本人喜欢用“下剋上”这个词汇，也就是说，统治秩序完全颠倒了
，在下位者起而打倒在上位者，使得天下乱成一锅粥。　　首先，天皇和朝廷早就变成了傀儡，继而
连室町幕府将军也无法再号令天下了。室町时代，幕府在各国都派驻守护，相当于我国秦汉的郡太守
，或者唐宋的州刺史，但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些守护往往是可以世袭的，并且很多大家族控制了数国
甚至数十国的守护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会逐渐割据一方，不把中央的幕府放在眼里。　　
日本古代的田主因为要在地契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所以被称为“名主”，拥有土地面积较广的大地主
因此称为“大名”，乃是“大名主”的缩写。各国守护割据一方，他们当然都是大地主，就此被称为
“守护大名”。不过守护大名的权力并不稳固，在他们的领地内大小庄园林立，这些庄园的所有权往
往属于贵族、寺院或者不属大名管辖的其他武士，基本不向守护大名上缴赋税，或只上缴部分赋税。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守护大名们逐步摧毁了领内的庄园势力，把所有权力都收归己身，形成了“领国
一元化”，因此守护大名就逐渐转化为实力更强大的战国大名。　　然而从守护大名转化而成的战国
大名，只占战国时代各地称霸势力的很小一部分，更多的守护大名则在战乱中被打倒了，被消灭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很多守护大名为了参与幕府的统治，本身并不在自己的领地上居住，而住在
京都附近，具体领地上的事务，则交给自己的“被官”　（属官）或者被称为“国人”的地方豪族来
处理，这些家伙正式的头衔是“守护代”，也即代理守护。很多守护代因此势力膨胀起来，逐渐从守
护大名手中篡取了统治实权，也成长为战国大名。　　战国时代，就是一个满地都是各种出身的战国
大名——小的不过占有几个村子，大的占有一国甚至数国——互相攻伐不休的混乱时代。在这样的乱
世，百姓们和部分国人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揭竿而起，到处都闹起了“一揆”。所谓一揆，原本是
指为了某个目标而同心协力与领主做抗争的团体，后来变成了暴动的同义语。　　朝廷变傀儡，幕府
被架空，守护很多被守护代打倒，守护代也有可能被国人们推翻，满地都是一揆——这，就是日本战
国时代“下剋上”的基本面貌。　　织田氏的崛起　　为了表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织田信长后来自
称出于平氏或藤原氏，但现在普遍认为，织田氏先祖本为越前国（今福井县东部）丹生郡织田庄织田
剑神社的神官，约在室町中期成为越前守护斯波氏的被官。应永七年（1400年），越前守护斯波义教
兼领尾张一国，遂提拔织田信广就任尾张守护代。　　织田家族就这样来到了尾张国。　　尾张国的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以京都为中心，附近地区分为五个国，是为“五畿”，五畿往东分为三个道，即
北面的北陆道，中部的中山道和南方的东海道，其中交通最为便利的就是东海道，尾张国正处于东海
道的枢纽位置上。　　尾张国往北是美浓国，美浓南部和大半个尾张，都属于著名的粮食产地“浓尾
平原”，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而且靠着大海，有海盐鱼虾之利，是个非常富庶的地区。尾张国
内的庄园经济早就基本被打破了，小农经营非常普遍，这就给其国的统治者尽快完成领国一元化进程
打下了扎实的社会基础。　　织田信长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崛起，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他确实拥有一
个他人所不具备的近乎完美的根据地。　　拉回来说说尾张织田氏的始祖织田信广，当时很多贵族和
武士在年老后都皈依佛门，称为“出家人道”，信广也不例外，因此也称“入道常松”。不过这种人
道，并不是真的出家去当和尚，他们虽然剃个光头，披袭袈裟，口念经文，却一般都在家修行，仍然
掌握着俗世的权力。　　织田人道常松是斯波义教的被官，因为义教是幕府重臣，不能离开京都，所
以就派常松担任尾张国守护代。然而看起来常松此人是很受宠信的，斯波义教三天两头把他召到京都
去商量事情，后来常松干脆也待在京都不回尾张了，把尾张国内的事务又转交给了自己的弟弟入道常
竹。织田家族此后就分裂为二，即常松的后裔和常竹的后裔，各统辖半个尾张国。　　尾张国分为八
个郡，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南部的下四郡（海东、海西、爱智、智多）由常松系的织田大和守家奉着
守护斯波氏统治，主城定在清洲（又名清须），北部的上四郡（丹羽、叶栗、中岛、春日井）则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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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布武》

竹系的织田伊势守家统治，主城定在岩仓。　　顺便提一下这所谓“大和守”、　“伊势守”的问题
。大和和伊势都是日本的古国名，不过它们后面跟的这个“守”字，却并不是守护，而是指的朝廷官
职中的国司又称国守。朝廷既然已经没权了，那么国司也就只是一个空头衔，武士们往往用各种方法
请得朝廷的官职来摆威风，却没有实际权力“大和守”和“伊势守”，也根本就管不到大和与伊势的
事情，并且同样的空头衔可能同时有好几个武士拥有。　　咱们言归织田家，织田信长的父亲名叫织
田信秀，出自常竹系，也就是上四郡守护代家族中的一员。信秀以前的织田氏谱系历代就有多种版本
，也有很多离奇和矛盾的地方，咱们按照比较传统的一种说法来介绍：常竹的孙，子是织田敏定，敏
定有三个儿子，分别为敏信、信定和信安。敏信和信安两人都先后做过上四郡守护代家族的家督（大
家长），信定则被封在丹羽郡的犬山一地。　　尾张国内各家豪强的势力犬牙交错，不知道怎么地，
织田信定得到了海西郡的一块土地，他就在那里建了一座城砦，起名为“胜幡城”。日本战国时代的
所谓的“城”，其实大多都是城堡，一般依山而建，用竹木做栅栏，外挖壕沟，里面竖立着很多箭橹
（箭楼），军事意义要远远大于政治、经济意义。而就是这个小小的胜幡城，后来成为他儿子织田信
秀发家的资本。　　尾张之虎　　胜幡城位于尾张国的西南部，附近地区称为“津岛”。多条河流经
过津岛地区向南注入伊势湾，水运非常发达。织田信秀就是通过发展商业，征收商业税而发家致富的
。在那个年代，有钱就能招兵买粮，有钱也就有了势力。　　据说信秀曾在天文二十年（1542年），
为了帮助修缮已经荒废了的皇宫，一次捐出四千贯钱。这是个天文数字，当时很多大诸侯都向皇室进
献财物，以谋求官职或者提升自己的声望，却从没有人拿出过那么多钱来，可见信秀有多富裕了。　
　不过织田信秀非常奇怪地并没有服从于自己出身的上四郡守护代家，相反，他跑去远亲下四郡守护
代家中出仕，成为清洲城主织田大和守广信麾下三奉行之一。所谓“奉行”，就是指事务官，广信家
中三奉行都是同族的亲戚，除织田信秀外，还有一个是织田因幡守，一个是织田藤左卫门。　　日本
人的名字，一般分为小名、大名和通称，小名也称幼名，通称则是指成年后取的中间名，如果有官位
的话，就以官位作为通称。所以“因幡守”云云，是以官位当做通称，“藤左卫门”云云，则是中间
名，这两个人的大名都已经不传于世，无法考证了。而织田信秀因为得过“弹正忠”的官职，所以通
称为织田弹正忠，或者简称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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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布武》

编辑推荐

　　无论你成功与否，都能从织田信长身上长到共鸣　　他的胆识让他于危难之中扭转乾坤；他的忍
让和智谋，让他从列强的夹缝中壮大；他的识人用人缔造了另一个传奇⋯⋯　　在他看来，一切常规
是被用来打破的，这无疑是帅才的最高智慧。　　日本战国时代的霸王　　人间五十年，与下天相比
，宛如梦幻。一度生存者，又岂有不灭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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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布武》

精彩短评

1、以前看过作者的《七武士》，觉得写得很好，这次看到这书就马上决定买了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怠，我们仇日就更要了解小日本
织田信长在我看来很像曹操啊
2、当时网上下载读word看的，赤军写信长
3、买给同学的一本书。
她很喜欢织田信长这个人。
4、日本人翻中国的文学作品都不错，中国人翻日本的怎么就找不到太多的好作品？我相信原著肯定
是写得很好看的，翻译就是不能达到传神，味如嚼蜡！
5、历史知识普及书
6、三星半。
7、详细.但描写平淡.
8、马马虎虎
9、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作者的用心和笃诚。
10、文章编的有点乱，最好还是按照时间顺序写，按照事件的话，概念会弄混。不过总体写的不错。
11、　　这本书要传达给我什么很难说,但我读了这本书看到的是信长的霸主气息和改变世界的欲望,我
想任何历史上能留名的人无论好坏都能有自己的特点存在吧,都是真正追寻自己内心所想的人.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常人难以或不敢想的追求自我实现的勇气,才让这样人如此着迷.
　　
　　历史属于人民? 历史属于英雄? 我想如果是我,选择是后者,因为人民需要英雄带领,才能像狼一样勇
敢.
12、信长公
13、看着看着，像看肥皂剧...精彩的战斗场面不清不楚，反而各人的八卦关系讲得很详细...

不过作者保持住客观的心态来写还是好的~~~~
14、本书依据的史料是公认的最权威的史料：太田牛一的《信长公记》，并结合了同时代的外国传教
士和公卿等记载的内容，可信度是很高的。相对的比起那些有虚构情节的小说而言，可读性、娱乐性
和情节冲突等就差了，有些读者看了可能觉得不过瘾。不过赤军是按照史实而不是戏说的路子写这本
书的，这样的书才有以史为鉴的作用，作为近邻的我们也能从织田信长叱咤风云的一生中学到很多有
益的东西，也能更加认清日本民族的某些特质。而且例如“桶狭间合战”“长筱合战”“本能寺之变
”等重大历史事件，赤军根据现有史实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分析和看法，有些说法令人耳目一新，虽
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形，但是也能自圆其说，面对虚实难分的历史，我们应该鼓励有自己的看
法和见解，能给人以新的思维和收获。
15、写的不错，挺客观，就是这人名地名比百年孤独还难区分。就像作者说的，织田信长跟秦始皇帝
有点像，都是战乱时代的英雄。
16、⋯⋯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不是传奇的一生必须要以非正常死亡作为休止？织田的辉煌在人生的最
顶峰处却以如此令人措手不及的方式戛然而止，让人唏嘘。或许，他真的有望改变日本的历史走向，
但，历史毕竟无法假设。他的结局看似偶然，却是必然，因为织田信长心中的日本，是同时代人无法
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次又说对了。另外，本书史实可信，表述清晰，不过织田的传
奇一生没能太好呈现，有点像流水账。
17、前面写的挺好的，后面有点怪。
18、＝＝初二那年被教导主任收了最后也没还我
19、读起来有点费劲儿，我爸看一半扔了，我捡着慢慢读完了。可以看看。
20、总感觉作者水平有点低。很多东西没搞清楚就开始写文章。可以当一般故事书来看吧。连精品故
事书都达不到，不要说是史学类文学了。
21、普通的人物传记。 重心不太稳，文体稍微偏，不像小说，又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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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没有新意,确认各家的图谱以及总的地图,太多不重要的枝节了,读起来很费劲.还不如看一本的德川
家康.
23、真实的历史，有好的作者写，顶
24、比日本人写的好　　　　　
25、描写了织田信长的一生，感觉读起来不太顺畅，而且有些枯燥，不过真实的历史往往都如此吧
26、不错的书,小孩挺喜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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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要传达给我什么很难说,但我读了这本书看到的是信长的霸主气息和改变世界的欲望,我想任
何历史上能留名的人无论好坏都能有自己的特点存在吧,都是真正追寻自己内心所想的人.也许正是因
为这种常人难以或不敢想的追求自我实现的勇气,才让这样人如此着迷.历史属于人民? 历史属于英雄? 
我想如果是我,选择是后者,因为人民需要英雄带领,才能像狼一样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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