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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昌幸病逝，幸村阵亡，大坂城被攻陷，德川家康成功夺取了天下大权。
战国时期由此宣告结束，德川幕府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亦随之拉开序幕。
而真田家的血脉，则经由昌幸的长子信幸，一直延续下来⋯⋯真田太平记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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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日本最杰出的小说作家之一，谙熟史事而又自有创见，跟司马辽太郎合称日本文坛的两大“太郎
”，人称日本之金庸、高阳。
其作品构思奇崛，兼具历史小说的恢弘磅礴和剑侠小说的慷慨激昂，读来只令人心驰神往，血脉贲张
，一直被读者深爱，主要著有“剑客生涯”等三大系列和展现德川幕府最强宿敌——信浓真田氏之风
云经历的一众作品。
日本放送协会曾将池波“真田故事”之集大成者《真田太平记》隆重推出，开“NHK新大型时代剧”
之全新潮流，反响空前热烈，至1998年更由政府设立“池波正太郎真田太平记馆”以表彰其辉煌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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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战  后第壹话关原一役之后，信州的上田城算是被德川家康给没收了。
家康命依田肥前守担任留守上田的城番。
庆长九年，上田城的城郭被悉数拆除，城番一职亦告取消。
真田昌幸、幸村父子流放纪州九度山时，家康给了沼田城的真田信之一纸证文，称：&ldquo;此番安房
守（昌幸）图谋不轨，而伊豆守忠诚可鉴，值得嘉奖。
&rdquo;把昌幸拥有的小县郡六万八千石（其中三万石是后年增补的）封给信之。
算上沼田的两万七千石，真田信之总共有了九万五千石封地，一说九万石。
他治理上田难免有些不便。
然而，就算城郭被毁，幕府都一直不让他重履上田。
德川家康那句&ldquo;果然是回上田好&rdquo;便是指的此事。
随着大坂战役落下帷幕，丰臣家宣告灭亡。
真田昌幸早就病死，大坂一役又让幸村、大助父子归西。
家康明白真田幸之对德川家一片赤诚，此时自然会动念放他回到上田故地。
自关原之战以来，信之对家康始终如一，天地可鉴，深得家康信赖。
德川家康在江户城的西之丸住了几天，去江户近郊放鹰狩猎。
自大坂回归后，佐渡守本多正信累得卧病月余，家康非常忧心，几番派医师前去问诊，更亲自给正信
调配草药。
他向来视老臣正信犹如老友。
正信比家康年长四岁，现下已是七十八岁的高龄。
十一月二十五日，正信的病情略有好转，带着儿子正纯进城谒见家康。
家康本有说不完的话，无奈一眼望去便知正信大病未愈，只得劝他早早回府。
正信老老实实遵命离去。
十二月四日，德川家康离开了江户城，回归骏府。
真田信之和诸大名一同相送，但轿中的家康没有露面。
七日，真田信之离开江户，返回沼田。
幕府总算批准他回去了。
信之一回沼田，长子河内守信吉便来了江户府邸，接替父亲位置。
自去年的大坂冬之阵以来，信之再没回到沼田。
上州沼田城距江户约三十五里。
信之骑马而行，由几个家臣陪着，取道赤城山、利根川的山脚，一路往北。
（一切都结束了&hellip;&hellip;）丰臣家也好，父亲与弟弟也好，均成过往。
德川家的天下坚如磐石。
但是，家康究竟能以大御所的身份君临天下多久？
前几天见到的德川家康老态毕露，这件事让信之的心情异常沉重。
直觉告诉信之，家康命不久矣。
家康死后，自然便是将军秀忠的独裁政权。
届时，德川幕府对真田家的态度将如何变化？
谁都知道秀忠对真田家全无好感。
而且，这个&ldquo;真田家&rdquo;包括信之。
那种憎恶，几乎都快成了将军秀忠的本能。
当年，将军秀忠因攻打真田家的上田城而延误了战机。
缺席关原一役的这份屈辱，让秀忠如何忘却？
何况，父亲家康事后竟然饶了昌幸和幸村的命，这更加剧了秀忠的怒火和憎恨。
这份怒火是否会以另一种形式转嫁到信之头上？
毕竟，昌幸和幸村的命是信之当年拼命求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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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康死后，真田家的待遇无疑会大有变化。
（怕是要有个思想准备才行啊&hellip;&hellip;）不久，真田信之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盆地。
盆地的三面皆是雪白山脉。
该盆地南侧的山丘之顶，便是沼田城了。
山丘的斜面上，是一排又一排的民居。
那正是真田信之创立沼田分家之后辛苦缔造的城下町。
灰色的天空飘落雪花。
马背上的真田信之面色凝重。
第贰话十二月十四日，德川家康抵达东海道的三岛驿站。
&ldquo;以十五日为吉日，视察隐居之所。
&rdquo;史料《骏府记》如此言道。
实不相瞒，家康早有意去三岛附近的泉头地区度此余生。
静冈县三岛市西北半里，便是泉头。
那里有个南北十町长的大池塘，人称&ldquo;清水池&rdquo;。
池畔留有古城郭的遗址。
城郭规模极小，只勉强算是小田原北条氏的一个出城。
富士、爱鹰两大名山尽收眼底，气候宜人，山清水秀，离大海也近。
家康酷爱放鹰，这里刚好符合放鹰的各项条件。
翻过箱根，走三十里便是江户。
距离骏府（静冈市）则是十五里。
对家康而言，没有比这里更方便的养老之地了。
因之，家康早就有意来泉头地区隐居。
丰臣家灭亡之后，家康总算得以高枕无忧。
他对这一天的期待，委实无法形容。
十五日自三岛出发的大御所家康照原计划来到泉头，四处察看。
一番视察之后，家康更坚定了来此隐居的念头。
&ldquo;不错，明年开春便破土动工&hellip;&hellip;&rdquo;家康不好奢华，这一点跟秀吉完全不同。
然而，就算家康想一切从简，他的隐居之处总归要跟庶民有些区别才行。
诸大名会来请安，江户的使者亦会到访，所以一定要有些规模。
家康深知两次大坂战役让诸大名财政吃紧，故没有让他们帮忙兴建隐居所，而是请了&ldquo;日
用&rdquo;&mdash;临时雇来的工匠。
然而，诸大名不会就此释然。
譬如当时滞留江户府邸的细川忠兴（丰前小仓城主）给嫡子忠利的信中，就称：&ldquo;闻大御所隐居
所由日用修建，为父总算松了口气。
然而诸大名中不乏溜须拍马之辈，争先恐后接下石垣等工程。
长此以往，难保修建任务不会落在诸大名头上。
仍不可放松警惕。
&rdquo;泉头的隐居所确实惹了些麻烦。
结果，元和二年的新年一过，家康便下令中止隐居所的修建。
毕竟是家康的隐居所，诸大名虽满腹牢骚，却又不敢当真坐视不理。
而家康念着他们两次拿出巨额军费之事，亦不想再让他们积怨。
此前&hellip;&hellip;元和元年的年底，留守京都府邸的铃木右近忠重和另三名家臣回到了沼田城。
真田信之听说他们回来，立刻猜测是有何重大情况，否则右近绝不会亲自回到沼田。
他立刻命家臣小川治郎右卫门带右近来到地炉间。
治郎右卫门和马场彦四郎深得信之信赖，服侍信之左右。
地炉间位于沼田城表御殿与奥御殿的分界处。
信之的亡父昌幸酷爱地炉，曾于岩柜、上田城内建造地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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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炉间面积为两间，向中庭凸出，周围用土墙围起。
而中庭则有茂密的树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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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读者对历史小说家池波正太郎所钟爱的程度，好比是中文读者之对于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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