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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日本外史》

内容概要

赖山阳（安永九年—天保三年，1780—1832），名襄，字子成，号山阳外史，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史学
家、思想家。主要作品包括日本通史著作《日本外史》和《日本政记》，而尤以《日本外史》最为脍
炙人口。
日本古代的历史典籍卷帙浩繁，其中以汉文（中国文言）著成的史籍亦颇成规模。第二代水户藩主德
川光圀曾组 织编撰《大日本史》，仿司马迁《史记》体例，述及日本南北朝统一之前的历史，是为日
本汉文通史最重要的代表作。赖山阳亦仿《史记》结构，拟作“三纪、五书、九议、十三世家、二十
三策”的史著，其“十三世家”即成为《日本外史》二十二卷的基础。其书所及，起于源平两氏，终
于德川氏，主要为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家兴亡史，叙事简洁，文笔生动，为日本战国史的重要史著，亦
为日本“史传小说”的发轫之作。其书成于文政九年（1826），翌年呈献给白河藩主松平定信，遂得
传布。明治维新前后，此书影响甚大，对其时尊王攘夷运动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我们此次整理出版《日本外史》横排简体本所用的底本，为明治四十一年（1908）东京博文馆刊行的
《重订日本外史》，修订者为日本近代汉学家、史学家久保天随。书中以眉批方式对原文多有校勘，
我们也以页下注的形式，酌收入整理本中。此外，我们还以现代日语译本覆校，对底本文字有所校正
。这些校正不出校勘记，只以括号[ ]径改，并将原版误字以六号字加括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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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日本外史》

作者简介

赖山阳（1780-1832），名襄，字子成，号山阳外史，日本江户末期著名历史学家、汉文学家。其著名
史著《日本外史》，为以汉文写成的纪传体日本历史著作，述及源平之乱到德川幕府后期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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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日本外史》

书籍目录

引用书目
乐翁公题辞（松平定信）
重订日本外史序（久保天随）
重订日本外史例言六则（久保天随）
校刻日本外史序（保冈孚）
校刻日本外史例言八则（保冈孚）
山阳先生行状（江木戬）
外史总评
上乐翁公书（赖山阳）
日本外史例言（赖山阳）
跋（后藤机）
卷一  源氏前记  平氏
卷二  源氏正记  源氏上
卷三  源氏正记  源氏下
卷四  源氏后记  北条氏
卷五  新田氏前记  楠氏
卷六  新田氏正记  新田氏
卷七  足利氏正记  足利氏上
卷八  足利氏正记  足利氏中
卷九  足利氏正记  足利氏下
卷十  足利氏后记  后北条氏
卷十一  足利氏后记  武田氏  上杉氏
卷十二  足利氏后记  毛利氏
卷十三  德川氏前记  织田氏上
卷十四  德川氏前记  织田氏下
卷十五  德川氏前记  丰臣氏上
卷十六  德川氏前记  丰臣氏中
卷十七  德川氏前记  丰臣氏下
卷十八  德川氏正记  德川氏一
卷十九  德川氏正记  德川氏二
卷二十  德川氏正记  德川氏三
卷二一  德川氏正记  德川氏四
卷二二  德川氏正记  德川氏五

Page 4



《重订日本外史》

精彩短评

1、查资料用
2、日本战国史重要史料,继大日本史(日本史记)之后又一日本古代史料出版,亚马逊六折买了一本，日
本武士之历史
3、花了4个月拜读，虽然有些小瑕疵，但还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武家历史的総集，值得往后抽时间再
看一遍。如果有机会看繁体版的话就更好了！
4、不少内容与现行的普遍说法不相一致。
5、说迭个书是重要史料滴筒子请管好嘴巴，因为妮闷滴洋盘已经暴露鸟。八过呢，个书当蔡东藩滴
历史演义小说来读还是蛮过瘾滴
6、太奇怪了，只有一人评分，而且给的五星，这个不到四星的分数豆瓣是怎么给出来的？
7、原书是影响很大的日本战国通俗史书，问题是为何要简体化、为何要删掉重要的批注？这个简体
版装帧还好，价格很贵。原来是根据网上的电子版排印的。
8、赖山阳的文言文有点怪，浅还不对劲。然水户中纳言德川光国的文言文又高到我一句都看不懂（
不愧是朱舜水的学生），日本人的汉学修养真是没准啊。
私以为日本史真没必要用文言文来著述。大御所非称为前将军，通称官名非换成讳。感觉语言一变，
丧失了很多的时代感觉。

9、装帧一流，布面精装，开本较大，字体清晰，相当不错，200-80还是可以的
10、赖山阳的汉文不像文言，像明清白话233
11、还是战国部分好看
12、日本人想要看自家的历史，还得先学学汉语文言⋯⋯
13、前半段精彩，后半段无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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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日本外史》

精彩书评

1、我对日本史了解很少，《日本外史》还是从《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上得知的。这个简体字
本装帧很好看。如果能像中华书局普及文库本那样，给地名、人名加上专名号就更好了。断句和错字
还是有一些，仅就第4页读到的罗列如下。我应该没有耐心读完此书，希望其他朋友补充吧，将来可
供再版时修改。当然，断句问题见仁见智，我对日本史了解又很少，应该会有一些臆断。原：赢弱（
第4页第4行）正：羸弱原：鸟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穷，弊之所由，于救之术，盖已疏
矣。（第4页）正：鸟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穷弊之所由，于救之术，盖已疏矣。原：
更相钳制，以为得控驭之术，而不知异日，搏噬攘夺之祸，又基于此。（第4页）正：更相钳制，以
为得控驭之术，而不知异日搏噬攘夺之祸，又基于此。原：终致失其千岁不拔之权，而授之向所奴仆
，视者可胜慨哉！（第4页）正：终致失其千岁不拔之权，而授之向所奴仆视者，可胜慨哉！希望其
他朋友读到更多的，能补充于下。另：此书在日本应该有标点本吧，希望整理者能够多吸收相关成果
。
2、日本外史作為日本武家的專史書籍使得不少日本戰國迷傾心嚮往，本人也早在大陸版面世之前於
淘寶訂購了台灣廣文書局出版的增補日本外史，廣文版與北大版最大之不同在於廣文版非但是繁體豎
版，而且乃為原書影印，故不少字尚用異寫，雖說古色古香但也增加了閱讀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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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日本外史》

章节试读

1、《重订日本外史》的笔记-第221页

        吾三十年前过观榜令，令四五条而已，今则三倍焉。夫德薄则政滞，政滞则令烦；令烦则众离，
众离则君孤立矣。君已孤立，不亡而何待

2、《重订日本外史》的笔记-第256页

        （毛利）元就居猿挂城，食邑七十五贯，养士卒三百。
——简单一句，就能感觉到乱世时人命不值钱，就算1贯=4石，75贯=300石，这三百兵大部分就是有
点掺橡子面的口粮就给主公卖命。

3、《重订日本外史》的笔记-第412页

        （家康）自從五百人,巡視郡縣。甲斐將山縣昌景將兵三千,自駿府至金谷,遇大夫（家康）。下馬而
拜,覩我寡單,心動,託忿爭反襲之。大夫走就險隘,擊斬其前鋒八騎。昌景引去,大夫大怒,遣兵攻駿府。
昌景棄壘走,乃使使氏康,謀復氏真。
——怪不得大狸子敢打三方原
http://www.geocities.jp/shiro20051212/Tokugawakashindan.html
按这个德川家康年谱上所写，“１５６９年〔２２歳〕家康は遠江国へ侵入し、引佐郡佐久城を戸田
忠次と共に攻める。家康は駿河城の今川氏真を攻め、忠勝が先陣を務め、奮戦する。武田方の山県
昌景が金谷付近で家康を襲撃し、忠勝らが撃退する。榊原康政と共に遠江国天方城を攻略する。”
平八郎不愧是德川家第一猛将

4、《重订日本外史》的笔记-第271页

        秀元，元清子也。其幼，元春、隆景目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甥秀秋
爲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己。且不屑受其封，欲返致之。及聞是言，竊度曰：“
不可使他人汨我宗家，且秀秋妄庸人，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已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
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卒對曰：“旣養穗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
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爲己子。

5、《重订日本外史》的笔记-卷十二·足利氏后记·毛利氏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鏖
賊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鬬暗中，喧呶毆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
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
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
。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
天子，名正言從，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
！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
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
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
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
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擧朝儀，則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
，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
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
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爲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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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日本外史》

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这段读了不下二十遍，写的真是漂亮，大气之气跃然纸上！

6、《重订日本外史》的笔记-第221页

        初（北条）氏政之为世子，从氏康略上野，与武田晴信合兵，军松山。时方仲夏，有刈麦驮过军
前者。氏政见之，指问左右何物。左右曰："麦也。"氏政曰：“盍炊以供宾?”⋯⋯氏政不通下情如此
，以故国政日弊。

7、《重订日本外史》的笔记-卷之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密馳書告大坂曰。且元形跡可疑。且元不之知也。使二女先還。而自入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
淀君聞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閣妾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屈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欲誅
且元遂擧兵。治長長益力贊之。已而且元至。謁秀賴陳三策。秀賴稟之淀君。淀君使人諭且元曰。俟
後日面議。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島某自外來告。曰。淀君信讒言。猜公有貳於關東也。欲
伏兵要之遂擧大事。且元大息曰。噫。年少輩詿誤我君。自速亡滅耳。治長傳內旨。召之甚急。且元
遂稱疾不出。治長知謀泄。恇懼曰。彼素掌管鑰。諳城內有無。卽起兵奪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
之。乃令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絕嗣君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
兵士聚片桐氏者三百餘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元重攻且元。元重答曰。家兄誠懷携貳。吾
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又使人推刄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賴近臣今木某。潛來
說且元曰。內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翼我
君擧兵耳。願公速斷之。且元顰顣曰。吾特欲待讒人來攻而自殺也。苟如公所言。則長被反名矣。因
令部下曰。

卽及於戰。勿使矢嚮內城。明日。七隊長諭且元。納質弭兵。退就其邑。且元從之。十月。朔。與治
長交質。盡獻城門管鑰。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大和川上。還質訣飲。且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
臣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于江戶之郊。故宏其規模以延數年。我君未壯。而前將軍大耋。
吾策不亦善乎。區區之心。未遑盡明。乃卒至於此。因相鄉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歸其邑茨木城。
遠近騷擾。前將軍遂下令天下。共攻大坂。秀賴會諸將議拒守。先是。七隊長更候駿河。治長等疑之
。頗收其兵。隊長皆怨望。於是不出參其議。速水守久和解之。乃出。治長建議曰。宜急擧事。天下
比年苦土木。擧皆思亂。至西諸侯。槪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援者。遂買城下及界浦漕粟及火藥。移
檄四方。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獲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真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
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內藤政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御宿政友。塙直次。仙
石宗也。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宣勝等數百人。治長以竹範鎔金馬以募兵。飢寒之士
僞姓名應募。旬日得五萬。而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秀賴手書招諸國主。前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
書獻德川氏。治長等意大沮。而事不可中止。乃颺言曰。諸侯伯皆陰通款於我矣。東軍來。夾而擊之
耳。
——真田丸里把片桐黑出翔了

8、《重订日本外史》的笔记-第231页

        (天文)二十三年。五月。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于桔梗原。勝而降之。長時終出奔京師。信玄以女爲
北條氏康婦。爲長子義信娶今川義元女。於是二國相共翼武田氏。以扞謙信。而信濃客將樂嵓寺布下
和田等。陰通謙信。

謙信出兵清野。縱火鼠子驛。聞客將事覺被誅。乃還。八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
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旣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間日。謙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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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订日本外史》

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
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絚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
玄乘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黃襖騮馬。
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擧
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
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擧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
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
信也。

弘治元年。四月信玄攻降木曾義高。以女妻之。二年。信玄取伊奈郡。於是盡定信濃。以高坂昌宣守
貝津城。以備謙信。謙信爲武田氏強敵第一。諸將因榮昌宣也。三月。信玄謙信復對壘河中。信玄與
山本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遶出越後軍後。鼓譟逼之。而以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科彈
正等。以兵六千。夜度戶神山。

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信見甲斐軍夜釁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擧八千騎出。五鼓詣信
玄牙營。會天大霧。謙信自霧中直斫營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達上杉
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還。渡筑摩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
北軍敗走。追逼之犀川。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鏖之。甲斐後軍橫擊救之。北軍乃倒隊而退。宇
佐美定行植幟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出河中。使村上義清等營舊戰處
。而自進過河。背水陣。信玄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將曰
。敵中夜有火擧。慎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掃營。荷擔將去。諸將爭請追擊。
信玄曰。謙信豈迫暮掃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者。嚴
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玄。信玄謀設伏兩山間。挑戰佯敗。誘敵入山。瞰射殲之。乃夜設伏。而明縱馬
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信玄慮兵老有變。乘夜退入上野原。謙信擧軍迫擊。信玄返戰。
殺傷相當。交收兵歸。甲斐越後兵連不解。兩國士民患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爲周旋之。謙信將有
事於關東及越中。於是和成。
——与通说不同，感觉赖山阳这里的更合理

9、《重订日本外史》的笔记-第272页

        三成自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輝元曰：“秀賴幼騃，何辨臧否？大人慎勿惑其言，且君與德川
盟，未幾背之，可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賴以東伐，兒請爲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
，皆來屬我，我勝必矣！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瀨田，徇伊勢，攻拔津城。聞東
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惠瓊與長曾我部盛親束正家陣山下，兵凡三萬。秀秋會西軍，首送款
於德川氏，約爲內應。廣家亦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款，秀元曰：“吾家受託於幼弱人，棄之歸
強國，非義也！且無家君之命，安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諸侯，且叛歸東軍，況於我家
乎？宜速決去就，是利納言也！”秀元未決。廣家密因黑田長政納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爲質。長政
使之率衆來屬，擊西軍以爲信。秀元曰：“我山下軍，非從我降者，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
，輝元在大坂。
——这也证明了为什么嫡长子继承制不靠谱，毛利秀元与辉元都是毛利元就的亲孙子，明显庶出的秀
元更有才能，可惜的还有小早川秀包

10、《重订日本外史》的笔记-卷十一足利氏后记·武田氏·上杉氏

        是時，上杉氏所領歲入可三百萬石，秀吉心畏惡景勝之能，又度謙信久訓其國，國人皆戴景勝，
欲徙其封。嘗從容問之曰：“卿國歲入幾何？”景勝恐被削，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石耳。”秀
吉佯驚曰：“何少也？”因徙之會津，食百二十萬石，賜兼續以米澤地三十萬石，賜越後于堀秀治。
景勝大悔之。是歲，慶長二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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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关原之战就是三成赢了，保不齐搞出一上杉幕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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