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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

内容概要

《浪人》中以日本长达百年的战国时代为背景，三个失去主家的武士为主线，展示了日本历史上一个
大时代的演变，同时也把人的本质在短暂而狭小的空间里浓缩后再呈现在人们面前。
立花十郎太：是个标准的佣兵形象，他所追求的就是功名和利禄，在他心里没有道义没有友情，旧有
的武士道德在他心里毫无地位。在原来所在的浅井家战败后，迅速投靠到敌方阵营，之后是频繁的跳
槽。当主家战死的时候，他唯一懊恼的是无法去请功了。可惜最后站错了队，倒在新世纪来临前的混
战中。这回是别人拿他的头去请功了。
弥平次：是个传统的老派武士，忠厚刚毅，不事二主。是旧武士道德的典范。主家战死后独自纠集了
些农民做起了强盗，专门和织田军过不去。后遇到一心寻找佐佐疾风之介的农女阿良，对良姑娘产生
了一种介与父女和情人间的关爱之情，为掩护良姑娘和佐佐疾风之介脱险而不惜用自己的生命阻击追
兵。
佐佐疾风之介：他有超群的剑法，高尚的品德，英俊的外表，不趋炎附势，也不墨守成规。其实疾风
之介也很矛盾，既痛恨十郎太的钻营取巧，又做不到弥平次那样的为主尽忠，在乱世中迷惑彷徨，寻
找着生存的意义和自己的精神家园，最后是在良姑娘的爱情滋润下，终于找到了生活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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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

作者简介

井上靖（1907年5月6日－1991年1月29日），出生于日本北海道旭川市，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
学科。日本著名小说家、诗人，被授予过文化功劳者、文化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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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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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涡（二）
舟祭（一）
舟祭（二）
萤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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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姬御前山西侧山麓，有一片相当广阔的地带，不知生满芒草还是芒花。秋草离披，芒穗齐
摇，偶尔泛出大片闪烁的白光。真难想象，这未有交战的一日，就要过去了。 与其他时候一样，立花
十郎太总是出神地望着夕暮的风景，而其实此刻并没有这样的闲心。在他满面髭须中，一双眼睛死死
盯着一处，炯炯生辉。和许多次在战场上，他一心留意敌军将领首级而努力避开混战、避开各处小规
模冲突，冲向醒目的将旗时的眼神相差无二，又和他寻找是否有令自己建功立业的大猎物时、在混战
中物色敌方将领时的炽热眼神没有区别。 十郎太将紧盯一处的眼神暂时转向另一处。虽然乍看去风景
静谧，而在这平静中，在这连蚂蚁都无法进入的世界里，织田军必已将失去屏障的小谷城重重包围。
要想从城中逃出，绝非易事。除了趁夜逃离严密封锁，再无他法。十郎太想，无论如何都要逃出去。
不免有了可耻的念头：要为了这极小的城池守节丧命么？如果说不是为了战死沙场才当武士的话，那
么投身浅井长政门下也不是为了这个。他想，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努力活下去。 利用在望楼上守卫的
工夫，十郎太已花了半刻。以上的时间，反复研究如何将自己这无法重来的一线生机，平安无事延续
到琵琶湖畔。他再三思考，陷入混乱的纠结之中，与他果敢无畏的容颜颇不相衬。 他想，决断就在今
夜。然而，他又认为议和并非毫无希望。今天一整天敌人都没有进攻，姑且认为敌方和本丸。多少开
展了一些谈判。如果议和谈判成功，战争就此终结，就不必抛弃过往战场上的功绩，弃城而去了。 但
是，如果这唯一的希望也破灭，战争继续下去，那么这座城池的生命也危在旦夕。若被敌军一举攻破
，漫说三日，恐怕只能勉强撑一日。如此说来，想要弃城，也只能在今夜。 想要死守城池已不可能，
因为现在的小谷城已大半沦陷。城主浅井长政据守的本丸与其父浅井久政所在的二之丸之间的中之丸
，已在三天前落人敌手。那是因为守在那里的浅井政澄、三田村国定、大野木秀俊等将领均已降敌，
将敌军引入了中之丸。要想死守此城寻机脱逃，于今之势恐已无望。 “一个国家的灭亡实在太快，好
没意思。”不知何时到此的镜弥平次突然开口道，“亮政公’以来共三代主公，到如今浅井家算是完
了。想要逃的人就在今夜逃走吧。” 十郎太蓦然一惊，看到弥平次的脸。好像自己的心事被窥破似的
。弥平次捋着长枪枪头缨，面无表情。也许是有表情的，却被满脸麻子与两道纵向的刀疤掩盖。当然
，现在的弥平次也就面无表情了。这位须髯半白的中年武士，有着举世无双的枪法和莫测的性情。十
郎太常常觉得很惧怕。 “您准备战死吗？”十郎太问道。 “是啊，人总要死得其所。”说罢，弥平
次忽而怒视+郎太，目光锐利，“我也要逃走吗？”而后，向十郎太发出一阵嘶哑的怪笑。 此时，大
群不辨其名的小鸟如尘埃般聚集，由南至北，掠过不知何时自浓雾中露出一部分的湖面。 “不管怎么
说，今年秋天实在有些凄凉！” 抛下这句话，弥平次又狂笑着走下望楼。 黄昏以来，城内就传言，
今天巳时（上午十点）织田军派来的使者不破河内守来到了本丸。如此，关于使者带来的讲和内容也
煞有介事地传开了⋯⋯织田信长和浅井长政并无宿怨。长政出于同越前。朝仓氏。的情义而反抗信长
，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朝仓氏已灭亡，再无理由与信长固执对抗。如果长政打开城门，信长也会顾
及两家原有的姻亲关系，必然不会亏待⋯⋯使者的口信大约如此。 这一传言在城内不胫而走，在武士
们走投无路的心理下，有了些微妙的作用。他们的神色突然明朗起来，笼罩着晦暗阴影、沉浸在冰冷
旋涡的城内仿佛照进一道光亮。 人们并非把这传言当成简单的流言，而认为有相当的真实性。城主浅
井长政的夫人阿市是织田信长的妹妹，信长与长政是妹夫与内兄的关系。两家原本没有理由交恶。如
传闻所言，长政之所以与信长兵戎相见，是因信长未对长政有任何招呼，对与浅井家多年至交的朝仓
氏挑起战端。而后来的战争，也因长政的父亲久政年老固执、不识天下情势、不顾长政一力反对而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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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

编辑推荐

《浪人》为日本现代文学大师井上靖巨著。再现德川家康、织田信长时代的恢弘战国史。武士的坚毅
与肃杀，绝世的恋情苍凉而坚贞。作者为日本文学大家。日本传统武士的人格魅力，日本传统仕女的
坚贞爱情。译者苏枕书现就读日本京都，翻译上的文字风格符合该书的本味精髓。封面设计装帧力求
日本原味，唯美、刚柔并济的色彩张力一定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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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

精彩短评

1、本来不怎么喜欢日本人那种把一切事情都写得平淡无奇的笔触，但这本反倒很适合的样子。
2、翻译很奇怪。不像井上靖的风格。
3、最最喜欢的井上靖先生。
4、很好。井上靖貌似很喜欢野性的女性
5、译者文笔很优美。日本武士道精神、女子追求目标的执着，写得如和煦的春风般美好。我是冲文
笔看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每个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性格分明。一开始是封面吸引我，后来从这
一部起，每天刷刷就是一两本的看...
6、以前读井上的《孔子》，还真是无聊到想把这个作家拉黑的地步～不过这一部还真是不错，写出
类似柴田的味道来了～感觉译者一开始的笔法有些生硬，不过读了一半之后情况有所好转，就像以前
读《刀锋》，渐渐就对“晃膀子”习以为常了
7、和爱的人一起，要活下去
8、整个跨年一直在担心阿良有没有找到他。
9、诗意
10、井上靖比起写文章更适合去说书、讲故事
11、会想起《战国城砦群》，啊！活着吧！
12、这小说概括起来说还可以，一个一个字读总有种不现实感。
13、确切说这段历史不太懂，不知真实成分几何，另外全书风格的确没有楼兰和敦煌那般引人入胜。
14、这本书的结局太老套啦，不过井上靖的我都喜欢
15、不寫中國就不浪漫，井上先生還真是感性啊。
16、井上靖的小说，经过翻译还是损失很大的。这无关译者，而有关风格，虽然本书的译者已经很努
力了。
17、江湖的儿女江湖老 井上先生不写中国也浪漫的呀
18、像电影剧本或大纲
19、阿良烦死了的只有吾辈么⋯⋯虽然男人们也很烦但阿良简直烦出新境界
20、三星半，还不错。翻译流畅，故事简单动人。只不过对日本的地名没概念。看了半天发现几个主
人公只是在一小片地方转来转去就是见不着面而已。附张当时的地图就好了。
21、十年弹指一挥间，众生乱象，皆是可怜人！疾风最后似乎找到了出路，可终究逃不过一介浪人的
无奈。不过这乱世间苍凉而坚贞的爱情，着实让人感怀，犹记得那一幕十郎太问阿良：“你到底是佐
佐疾风之介的什么人？”阿良缓缓吐出两字：“生命。”
22、决定不了漂泊不定的命运，但至少主宰自己的爱。更喜欢的是阿良的不舍不弃，爬上石壁的决绝
。
23、算是日本战国时代的爱情小说吧,没体现出什么恢弘的战国时代.
24、只是历史背景下的爱情故事，并没有想看的战国恢宏画卷，没什么意思。
25、不知道是原著写得好还是译者译得好，人与事的轮替，情与景的交融，让人始终沉浸在浓郁的雾
之中、淡淡的忧伤之中，欲罢不能。苏枕书，寓居京都的才女，由此书而建立良好印象，将多关注之
。
26、在这乱世中，活下去就是宝贵的。你把你的生命给了他，而你也就一直在追寻着你的宿主。
27、日本古典的哀伤的美，非常感人。
28、因为太喜欢井上靖先生了，所以看到必买。我还没有读这本书，只说纸品很好，印刷精美。
29、其实这种小说适合女孩子看，一部优秀的言情
30、完美的诠释了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 亮点是背景在战国时代 如果放在现在 只
是一个略狗血的N角恋故事吧
31、唯美平和的日本战国时代的爱情
32、最苦的是阿良
33、本来很喜欢这类小说，这本却令人失望。武侠非武侠，言情非言情，人设不错，却没有建立起令
人信服的内在逻辑性，导致人物行为莫名其妙，整体支离破碎。难看。
34、好鲜明的一本书，立花十太郎和弥平次都是目的鲜明的人，不管活着还是赴死，而疾风之介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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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

也行，死了也好的想法，真不知道哪种更好，或许做前一种纯粹的人更幸福。
35、不看作者，这是一本一般还算行的书；若看作者，这本书跟作者的名气比起来，真不是很行。
36、在战乱的年代，也要努力活着，活着最可贵。
37、简单而美的感觉。。 疾风。。疾风。。。 让她不要说话，她便不说话，夜空繁星闪烁，其实并没
有多少星星，而是她眼中泪水导致。
38、井上老师最新一本大陆译本的书，从天平之甍到敦煌和楼兰，译者不同，但良心品质始终如一。
这部浪人，笔调轻快，引人入胜，浪而不荡，值得安利。
39、苏枕书译，20170217夜19:04-0218下午17:12读完。
40、在大时代里，大众关心的是“伟人”，“英雄”。但千千万万个小人物，才是历史的真正主角。
被时代的巨浪裹挟，只能拼力争取（如机会主义者十郎太），努力生存（如忠贞的弥平次），或在情
义中摇摆（如疾风之介）。而女人面对感情和挫折，有加乃的静静等待，也有阿良的主动出击。虽然
不厚重，但这是生活的本真吧
41、和楼兰 敦煌比差距太大
42、“也许是不讨厌罢，但也没有喜欢过。”
43、故事不复杂，苏枕书的笔译也很优美。三条线交织得挺好。日本幕府时代的历史我不太了解，但
就小说而言算是不功不过吧。文中三男两女主要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略显理想化，但比起织田德川之
类将领，这等武士与民女的世界更有人性。疾风之介，镜平弥次，立花十郎太，加乃，阿良，在战国
背景下的悲欢故事，读之还是有些恻然。毕竟相信爱的人都疯了，付出爱的人都死了。
44、不错
45、回归之后看的第一本书。我觉得还不错。三条线交织得挺好。日本幕府时代的历史我不太了解，
但就小说而言算是不功不过吧。
46、很简单的故事，但是真的很好看，我居然有好几处泪点，单纯的爱与追求
47、喜欢阿良
48、战争中的命运，可叹。
49、完全没看出来疾风有什么好，值得两个女子为他颠沛流离。。。
弥平次才是真武士，十郎太也自有单纯可爱之处。
50、20150821
51、我站疾风×十郎太，武艺高强杰克苏攻和贪生怕死战五渣受太萌了，大叶竹林中的重逢已经脑补
万字，还能在最后的战场相遇，如果这都不算爱。疾风对阿良的感情是做出来的吧:）乱世中大多数都
是小人物，而那些留下名字的也会随时间湮灭。不喜结局。
52、#9月书单#战国武士恋绘卷。。。
53、喜欢这本书里景色的描写～
54、好久没看小说了，震撼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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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

精彩书评

1、“完败了，要不要切腹呢？”（一分钟后）“为这个主公死好像有点不值的，妹子还在等我呢”
“又完败了，就这样切腹吧，决定了，恩”（三分钟后）“这样死去不是很美，妹子还在等我呢”“
为什么我去投靠哪家哪家就败呢，为这个主公切腹或许还是值得的吧”(五分钟后）“不行，我要活下
去，妹子还在等我呢，活下去最珍贵的说。”
2、还是ok的，虽然有点意识流，但是不失为一部好作品。以后会关注井上靖的作品。还是ok的，虽
然有点意识流，但是不失为一部好作品。以后会关注井上靖的作品。还是ok的，虽然有点意识流，但
是不失为一部好作品。以后会关注井上靖的作品。
3、这书最接近的还是武侠小说，有点电视剧的即视感，但是读来还是觉亲切，而且不乏历史性。文
中三男两女主要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略显理想化，但比起织田德川之类将领，这等武士与民女的世界
更有人性，对于身为普通人的品味者来说也更具美感。苏枕书的译文与她本人日常所写的感受性文字
略有不同，不过读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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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

章节试读

1、《浪人》的笔记-第7页

        
       酒宴狼藉，在混乱中又继续了一阵。新传来的第二个传言惊破武士们的醉意。来得这样无情，又
这样简单。

        据说，以明日拂晓为限，浅井必须将夫人阿市与三位年幼的公主引渡给织田家。这大概是两军即
将发起最后交战的信号。

        这一新闻使武士们大吃一惊，就在他们呆若木鸡的同时，城内也传来消息，命大家好好休息，不
要耽误明日大战。不过今夜酒宴并无拘束，有精神的大可畅饮达旦。

        没有一个人去休息。

        虽然酒宴还在继续，但众人都陷入了可怕的沉默。只有篝火的毕剥声在夜气中迸裂。不久，气氛
陡然一变，孕育多时的狂暴终于演变成骚乱。

        人们仿佛顷刻翻脸。一张张脸上，可怕黝黑的皮肤泛出油腻的光亮，两眼发直，丑陋扭曲的口中
不知爆发出什么咆哮。

这段描写相当细腻.....

2、《浪人》的笔记-第267页

        继秀治、秀尚后，伊豆守波多野秀香掌管八上城。从夏到秋，在守城军与包围军之间进行了多番
殊死拼搏。每一场战争后，城内兵力都会有所削弱。
八月最后一日，最后一场大战。在此前夜，城内武士们都集中到山下茶屋丸附近，摆开别离的酒宴。
次日天未明时，残存的数百名武士自鸿巢的高地杀将出去，佐佐疾风之介与三好兵部亦在其中。
兵部希望与明智日向或泷川左近大战一番，但他肋下已受重伤，行走都相当困难，这愿望过于奢侈。
战场绕着高城山逐渐转移。当疾风来到西仓下首，以刀为杖支撑身体时，四处几乎布满敌军。
他在混战中寻找三好兵部的身影。很快，望见五十米远的前方民家，兵部正坐在院子里。那一幕竟十
分宁静，背后是燃烧作鲜红色的晚云，兵部仿佛是走累了，要在地上坐一会儿，歇一歇。
从疾风站着的地方到兵部坐着的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方才还到处拼杀的武士们，似乎瞬间被一扫
而空，眼中只见几户农家，苍白的行道树，还有几只栖在枝上的鸟儿。
他向三好兵部走去，但没有走出二三间远，就踉跄着倒下。他爬起来，不过两三下又倒下。回想起来
，这场黎明即起的恶战，一直延续到秋暮将至的此刻。虽然没有受重伤，但实在太累了。
他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终于走近兵部坐着的地方。
他问：“你还好？”兵部没有回答。温和的脸上含着笑意。他鬓发散乱，额头至脸颊一道深长的刀伤
，满面血污。而在疾风眼里，仍能看出他在笑，笑得这样温和。
“有一件事要跟你说。那女子在芥丸高地等你，快去吧。”兵部静静道。
“女子？”
“上次来的那个女子。你不要死，去见她。活下去，活下去——”兵部说着，向前倒下，他背后已被
刀劈开。
“兵部！”疾风之介抱起他，脸贴着他的脸。这时，耳畔传来兵部游丝的声音：“真可贵啊，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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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风之介摇晃着他的身体，但，此刻，三好兵部已停止呼吸。疾风握住他的手，手已经凉了。
疾风已丧失任何思考的力量。“活着很可贵。”他把三好兵部这句话记在心里。至于什么是活着，什
么是可贵，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知道，丹波山中的无名老武士，此时此刻，在自己的身边，停止了
呼吸。这才是事实。
疾风之介在三好兵部身边跪坐良久。他觉得只有这样跪着才舒服一些，当缓过神来，四周已被无边夜
色包裹，一片死寂。
活着很可贵！
这句话，一时一时出现在疾风恍惚的脑海中，没有任何意义，很快又消失了。
约摸过了半刻，三好兵部的这句话才产生了真正的作用，闪现在疾风的心头。活着原来很可贵啊！疾
风心头顿时一阵剧痛。为什么没有告诉兵部，你的死，你的离去，也很可贵！
他说，活着很可贵。但他死了，为什么会这样？
疾风不管什么可贵不可贵，只是知道自己必须活下去。他站起身。一站起来，突然想到兵部的另一句
话——阿良在芥丸的高地等他！
疾风为了活下去，为了与阿良见面，迈出脚步。他踉跄着，拖着灌铅一般沉重、失去知觉的腿，朝着
恐怕已全军覆灭的城中走去。

3、《浪人》的笔记-第285页

        她望见的那片湖水其实离岸很远，几乎接近湖心。有时，湖面上有纸片一样的物事，在亮白日光
下闪动。知道一个多月前，她才知道那些纸片原来是飞翔的水鸟。
在没有知道那是鸟之前，加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都在想，那阳光下小小的闪烁的东西到底是什
么呢？却没有想过那会是鸟。它们在阳光下那样耀眼，浑然不似生物。有时，那小小的光点在太阳下
明明灭灭，落到湖面去。这在加乃看来，又是何其惘然，何其脆弱。

------本章点出主题，即人生在乱世之中如落叶般无法掌控。而这段湖面白鸟的描写，大概又是一段‘
物哀’的情绪描写吧。元好问《颖亭留别》 “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人间词话》评之为‘无
我’的意境。有我的意境，就是艺术家以自我为主体观察外界事物，带着自我情思，所以外界事物都
沾染上了“我”的主观色彩。无我的意境，就是用物化了的“我”去观察外界事物，所以不知道哪个
是“我”，哪个是“物”。

4、《浪人》的笔记-第167页

        “也许吧，可是在丹波战死正是我的夙愿。我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都已化成丹波的泥土
。”三好兵部说这些时，没有一丝的兴奋，脸上是温和的微笑。他没有任何野心，既不想出人头地，
成为一方将领，也不梦想成为一国一城的主君，只是想用生命去守护父辈祖辈的土地，不受异国人的
统治。

5、《浪人》的笔记-第191页

        他害怕阿良出走。但他不知如何用言语表达，让她不要离开。弥平次很不擅长语言表达，除了吃
饭和正事儿，他几乎从不向阿良搭话。刮风了，他就说：“刮风啦。”要是下雨，他就说：“下雨啦
。”无风无雨的日子，他就沉默不语。心里默默想着，不要离家出走，不要离家出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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