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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者
序

19 世纪中叶， 日本德川幕府末期，

外国舰船频繁出没日本近海， 以武力要

挟日本通商开国， 日本面临着国家存亡

的巨大危机， 德川幕府处于风雨飘摇之

中。 有志之士开始思考救国之道。 他们

打出 “尊皇攘夷” 的旗帜， 力争借挽救

国难之机迫使幕府交还权力， 实现国家

的革新。 此时， 被送入宫廷侍奉当朝天

皇孝明帝的大纳言中山忠能之女中山庆

子怀孕了。 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之中， 一

个男婴被顺利产下。 他便是生于幕末乱世， 肩负着日本近

代重大变革之任的明治天皇！

本书是由传奇式的日本历史小说高产作家山冈庄八创

作的一部纪实体小说。 它以文学的笔调， 宏大的篇幅， 描

绘了日本幕末那场决定国家命运的倒幕运动的总体过程，

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日本近代史中的人物形象， 展现了日

本有志之士为推翻幕府统治， 实现国家新生所付出的巨大

牺牲和艰辛努力， 揭示了日本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下，

幕府政治退出历史舞台、 统治权重新回到天皇手中， 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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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走向明治维新的必然规律。 翔实生动地描写了诸如 “黑船来航”、 “安政大狱”、

“樱田门外之变”、 “和宫下嫁”、 “寺田屋骚乱” 等当时日本的重大历史事件。 阅

读此书， 对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近代史， 尤其是从幕末政治走向明治维新的过程，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 明治天皇是日本历代天皇中最为熟悉的天皇之一。 正是

从明治天皇起， 日本结束了延续 700 余年的皇室与幕府同时存在的双重政治体制，

使国家政权归一， 天皇重新执政。 也是从这一时期起， 日本励精图治， 致力维新，

最终成为亚洲第一个拥有西方政治体制的东方国家。 因此， 明治天皇本人及其在

位的明治时代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尽管

本书涉及的历史时期是从江户幕府末期列强舰船闯入日本要求签订条约开始， 到

明治天皇登基成为新一代日本天皇， 内容主要展现的是幕末日本皇室、 幕府、 大

名及民间志士在空前国难面前各种矛盾的空前冲突。

不过， 由于本书名为 《明治天皇》， 书中自然包含了大量对日本皇室的描写，

以及对天皇的竭尽赞誉之辞。 如称赞日本皇室是 “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乐园在世上

的体现”， 称赞历代日本天皇均是 “一心为民， 毫无私心”。 而且， 日本式的 “神

国” 思想和报答天皇 “大御心” 的忠君理念更是充斥着小说的始终。 对此， 译者

认为， 作为一名日本作者， 拥有如此的思维方式及创作风格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

中国读者应理性面对。

日本天皇制的存在既是日本的一种政治制度， 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现。 自

《日本书纪》 记载的公元前 660 年登基的第一代神武天皇起， 到 1989 年登基的当

今平成天皇， 日本的皇室绵延至今一共 125 代， 从未间断。 其间虽有幕府等世俗

势力垄断过日本的政治权力，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日本历史上始终未出现

过欲推翻皇室而取而代之者， 充其量是 “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在

普通的日本民众之间， 天皇及皇室具有近乎于神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威望。

通过阅读本书的相关内容， 可使感兴趣的中国读者对日本的天皇制和日本人的天

皇观有一个相应的了解， 对天皇制的存在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 基于这一想法，

译者在翻译与天皇有关的内容时， 除了对作者的个别用词作了符合中国读者感情

的转译 （如对于原文中 “我国皇室”、 “我们的皇室” 的表述， 原则上转译为 “日

本皇室”） 外， 对其他内容均予以保留， 并全部采取了直译。

本书中文版根据日本讲谈社 1987 年版 6 册文库本译出。 具体翻译分工为: 上

册 （原书一、 二册） 胡晓丁、 张宏， 中册 （原书三、 四册） 张宏、 胡晓丁、 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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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 下册 （原书五、 六册） 胡晓丁。 全书由胡晓丁统稿。

翻译此书的过程， 也是对日本近代史一次极好的学习过程。 译者希冀竭尽所

能， 将原文翻译得贴近中国读者的要求， 怎奈才疏学浅， 译文中定有许多不备乃

至错误的地方。

衷心感谢出版者给了我们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同时， 也希望大方之家不吝

赐教， 以使我们的学习能有一个较为圆满的结果。

胡晓丁

二○○九年九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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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
月
不
在

人有时会猛然记起不经意间忘记的

重要的事情。 而一旦想起， 他就会发自

内心地为自己的粗心而震惊。

那天， 全场的气氛就是这样。 不，

与其说全场， 倒不如说 “搬家尼姑莲月”

的震惊更为贴切。

正如其绰号所言， 此时莲月的搬家

和她那不拘一格的和歌以及手制陶瓷茶

壶一起， 成为京城里街谈巷议的话题。

没有人知道这位尼姑的准确年龄， 只是

听说其父太田垣光古 78 岁那年在知恩院山内的真葛庵撒手

人寰时， 她说了一句： “此就是厄年易逢①呀！”

于是人们推测， 那年她应该是 33 岁上下。 不过也有另

一种说法， 就是她指的并非是女性厄年的 33 岁， 而是她故

意以特有的幽默， 告诉那些当年是 42 岁的男人要当心。

从那以后 10 年过去了， 如今已是嘉永 3 年 （公元 1850

 ① 大厄之年， 类似于中国的本命年。 但其计算方法不是 12 或 12 的

 倍数， 而是指男性虚岁 25岁、 42岁、 61岁及女性虚岁 19岁、 33岁、

 37 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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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即便如此， 尼姑依然丽质如旧， 也因此总是遭到轻浮男子的尾随， 才不得已

四处搬家……今天， 她来到清水坂卖她假以生计的手制陶瓷。 正好， 清水寺的月

照路过此地， 她便向月照诉起苦来。

月照除了弟弟信海和成就院的正慎， 还带了四个威严的武士。

一位是水户的家臣名叫鹈饲吉左卫门， 一位是萨摩人日下部伊三次。 剩下的

两位尼姑认识， 分别是三条家的丹羽丰前守①以及鹰司家的三国大学。

“手艺不错嘛！”

听到五官有些过于端正、 年轻的月照这么说， 莲月尼姑赶忙询问哪里有合适

的转居之处。

“我在圣护院附近的住所进了强盗， 而且那里流言越传越广， 我再也住不下

去了。”

听尼姑这么一说， 月照觉得自己似乎也有所耳闻。 于是他说道， 要是你还没

有找到合适的目标， 就来成就院给我们斟茶吧。

尼姑高兴地听从了这样的建议。 今天， 她已经卖掉了手制茶壶和上面用钉子

刻着自己喜好的和歌的 3 只茶碗。 只要有了糊口之用， 就不再有更高的追求。 尼

姑就是这样一个人。

尼姑飞快地收起木板搭起的小铺， 将其与卖剩的陶瓷一起存入庄兵卫的土产

店， 然后兴高采烈地跟在 6 个人的后面， 从仁王门一直登上西门的石阶。

阳光已近盛夏。 门外两侧错落有致的绿色底部隐约传来水流的声响。 时间已

近未时②。

“尼姑师傅， 听说您请那强盗吃了三碗大麦炒面， 是吗？”

那位名叫日下部的侍卫突然发问。

“居无定所者，

心忧万般伤断肠，

 ① “守” 为 “守护” 的简称， 是日本朝廷授予武家的一种官

 位， 基本指在其地方的长官， 有级别之分。 在镰仓时代尚有

 实际支配权力， 但江户时代仅为一种名誉称号。

 ② 下午 2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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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情难思量。

朦胧月夜花团下，

静卧深思难安康。”

好像正等着这个话题似的， 三国大学笑嘻嘻地吟诵起莲月尼姑创作的和歌。

吟诵完， 他还用一种似乎同情般的调侃语调补充道：

“那样的流言对这种心境下的尼姑师傅而言， 未免过于残酷了吧！”

莲月尼姑已是满脸通红。

流言中的强盗是个身强体壮的健男， 尽管没有什么非礼之举， 但却看得出他

饥饿难耐。 尼姑不忍放任不问， 就将别人送来的现成大麦亲手做成炒面施舍给他

吃了。

“要是有米的话， 就可以做米饭给你吃了。”

听到这话， 强盗眼眶红润了。 吃完三碗炒面， 他悄悄地把已经藏好的装有偷

盗来的物品的小包推向尼姑。

尼姑没有接。 当然， 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值多少钱。

“如果这些东西对你有用， 就不用客气拿去吧， 就当作是我自己用了。”

强盗似乎犹豫了一会儿， 但还是背起小包， 消失在夜幕中。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个强盗走出了尼姑的草屋， 刚过五六条街， 就在一

条上坡道的路口吐血而亡！

第二天早上， 发现这一情况的百姓说： “那人背着的大包袱皮上写着一个叫莲

月的名字， 一定是她的亲戚！”

一传十， 十传百， 形成了不小的骚动。

毫无疑问， 强盗是被大麦炒面毒死的。

验尸的官人并没有过度怀疑尼姑， 但这样的事件注定要成为市井之人茶余饭

后的话题。 好事之徒还专门将其与尼姑超凡脱俗的容颜与余韵尚存的丰雅结合起

来展开联想。 有人说， 强盗实为尼姑私匿的相好， 有人说是尼姑抛弃的男人心怀

怨恨送来了大麦， 一时间种种推测在人们好奇心的驱使下甚嚣尘上。

不仅如此， 一些欲向尼姑示好之人打着为其消除恶毒谣言影响的旗号， 甚至

上门来询问事情的真相。

尼姑尖叫着逃出尼姑庵。 像往常一样， 她在门口挂上 “莲月不在” 的牌子，

然后令人难以置信地一头扎进手工陶瓷的制作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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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姑当然非常清楚谁是那大麦的施主， 然而只要提起此事， 她便难以自控。

因为那是一个女人， 在尼姑的风流韵事中， 她曾以同好者的身份频繁造访尼姑的

草屋。 同时， 她又是某家大店铺主人的外妾。 直到两年前， 她还是三本木名

妓……

从这个意义上讲， 尼姑的美貌以及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年轻外表， 一定会使人

产生联想： 她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极深的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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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
息
的
黑
发

尼姑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记事时， 她已是知恩院寺侍太田垣

光古夫妇所溺爱的养女。

“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开始就不想

让你离开。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养父光古并不想隐瞒其为养女的事

实， 但也决不会告诉她亲生父母的名字。

他似乎担心这样会影响尼姑的情绪。 不

过， 通过零零星星的传闻， 她知道自己

出生于京城的三本木。

当时的三本木， 主要是上流阶层人士寻花问柳的游乐

之处。 正因为如此， 自己的那位母亲是怎样的品行， 她是

能够想象的。

不过， 她的生母好像并不是京城人。

事实上， 她的生父是伊藤家分支家族的人。 在结束

“参勤交代” ①从江户返回的路上， 他因故将一直相伴左右

 ① 江户时代， 根据幕府的规定， 分散在各地的大名每隔一年须从自

 己的领地轮流到幕府所在的江户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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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妾留在三本木， 后来从其腹中产下的婴儿就是尼姑……这些话传进尼姑的耳

朵， 是当时名叫阿诚的尼姑与第二任入赘女婿重二郎商量离婚话题的时候。

总之， 尼姑阿诚是由太田垣家养育的， 在其尚未懂事的 9 岁时， 就被丹波龟

山五万石①领主松平家看中， 被送去听差。

太田垣家还有一个相当于她兄长的儿子贤古。 太田垣夫妇一定是希望这位贤

古与阿诚将来能结为夫妻的。

然而， 阿诚 13 岁时养母离世， 继而 70 多天后， 贤古也死了。

之后， 养父对阿诚的爱演变成了过度的溺爱。 于是， 世人便传言这是由于阿

诚过于美貌、 伶俐。 17 岁那年， 养父为她招赘了第一个夫君。 两人结婚 8 年， 虽

生有一男二女， 但终因入赘夫君与养父性格不合以离婚收场。 离婚后不久此君便

猝然死去了。

第一个入赘夫君本名天造， 是但马城崎冈氏最小的儿子， 入赘时改名直市。

用养父光古的话来说， 直市是一个放荡、 懒惰的无能之辈， 根本不配作阿诚的

丈夫。

“那种男人， 最好不要待在阿诚身边。”

直市离婚身亡后， 留下的一男二女也好像是约定好了一般， 也都患疱疹先后

夭折了。

于是， 养父光古急忙为阿诚物色了第二个夫君。

接下来入赘的是彦根藩士风见平马的弟弟重二郎。 但是， 他也未能迎合养父

之意。 可以想象， 丈夫与养父之间的不和令阿诚多么的痛心。 否则， 她也不会在

与重二郎离婚后， 便剪断一头乌发， 削发为尼， 成为莲月尼姑了。

莲月尼姑本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自然也曾在平凡的夫妻生活中渴望女人的

幸福。

此后， 有一次她寻找一夜都未找到收留之人， 只得露宿花下， 并留下了这样

的和歌：

居无定所者，

 ① 日本古代大名、 武士等表示其领地、 封土、 俸禄、 粮饷高

 低多少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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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忧万般伤断肠，

愁情难思量。

朦胧月夜花团下，

静卧深思难安康。

也正因此， 她才得以度过如此风流、 浪漫的一夜， 达到了陶醉于行云流水之

中的境界， 写下如此美妙的和歌：

素不相识者，

亲切和善似阿哥，

相逢心头热。

身上衣衫已开线，

为君缝补又如何？

但是， 养父偏颇的爱是无法容忍女儿如此这般的心灵慰藉的。

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 世间已有了这样的传闻。 光古的感情早已超越父爱，

情不自禁地对阿诚萌生了男女间的思慕之情。 因此， 他决不允许任何人接近这个

举世无双的可人……传闻虽然很荒唐， 但是第二位入赘的女婿重二郎对此竟也半

信半疑。

当然， 阿诚是不会因此责怪养父的。 在她削发为尼后， 光古也随后出家了，

法号西心。

他之所以这么做， 或许是因为其心底隐藏着和出家的女儿住在一起的愿望。

其他姑且不论， 对于阿诚来说， 被爱的幸福、 快乐与沉重的罪孽是并存的。

送走养父西心后， 她一直没能逃离受难的命运， 最终被冠以 “搬家莲月尼姑” 的

绰号。

这一次， 由于盗贼中毒身亡事件， 莲月尼姑成了京城的名人， 能够搬家的地

方更少了。 再加上， 她还附带了一个要有能烧制手制陶瓷土窑的条件， 于是更加

增大了难度。

但是， 被琐事如此缠身的莲月尼姑却没有想到， 当自己跟随月照一行来到成

就院客殿与大家闲聊时， 无意中竟听到了一件令她震惊和痛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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