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坂藩的土地 

 

江户以北一百二十里，有一个俸禄额度为七万石的小藩，名曰“海坂”。三面为山，一

面为海：南为伊波山（《乖僻的新左》），西为波切山（《冤罪》），北为荒仓山（《相模守无害》）。 

城堡坐落在城中的大河“五间川”以西，城中各处的人们只要抬头就能望见美丽的天守

阁。五间川岸边，茂密的樱花树和柳树掩映着刀光剑影。在这一带，岭冈兵库曾遭暗杀（《暗

杀的年轮》），石桥银次郎曾与两名剑士交手（《秘太刀马之骨》）；而牧文四郎曾护送阿福与

其子乘船顺五间川而下，躲避里村家老一派刺客的追截（《蝉时雨》）。 

 若想寻欢作乐，花街染井町以美酒和美女而知名；若想饱啖美食，三屋清左卫门会光顾

花房町名叫“涌井”的小店（《三屋清左卫门残日录》）；而清贫的井口清兵卫匆匆在初音町

买了豆腐和葱（《黄昏清兵卫》），赶着回家做饭。 

 时代小说家藤泽周平以这个架空的北国小藩为背景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后来被称为“海

坂小说”，成为其代表作。如向井敏将小说评论汇成一册，名之为《海坂藩的武士们》；同为

著名作家的挚友井上厦更在其葬礼上读了题为《对海坂藩的感谢》的悼词。 

 “海坂”这个名字，其实先于“藤泽周平”而存在。作家本名小菅留治，原是汤田川中

学的一名教师，因罹患肺结核入院治疗。病友向他介绍了俳句杂志《海坂》，并鼓励他投稿。

“站在海边眺望大海，水平线画出一道平缓的弧线。听说那若有似无的弧度称作‘海坂’。

真是美丽的词汇啊。”（《小说的周边》）“うなさか”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语汇，在《古事记》

中，出现在海神的女儿丰玉姬复归海国的场景，汉字也作“海境”、“海界”，指凡人与海神

之间的界限。 

在当时，肺结核是重病，疗养所不啻为划分生与死的界线。即便痊愈，病人也往往很难

顺利地回归社会，小菅留治重归教职的申请被拒绝了。不过，疗养期间他勤于写俳句、读文

学，为日后的作家生涯奠定了基础——越过那海天交接的弧线，或许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吧。

与死相伴的无常人生、病友相互扶助的美好、复归社会的微渺希望、开始写作的念想，皆蕴

含在“海坂”之中。 

 他在随笔中写道，海坂藩其实是以江户时代自己家乡一带的庄内藩为原型。海坂小说中

不断出现庄内的菜肴、方言、风土人情，为这虚构的藩地注入了现实性。“加入如实性，也

就是现实感，并不会将故事的虚构性冲淡。”“人被社会、家庭、血亲的纠葛所束缚……我的

小说的主人公也正由于被赋予了种种制约，因而能在虚构之中现实地活着。”（《重读自作—

—隐剑系列》）。 

那么，既然追求现实性，为何要虚构这样一个藩，又或者，为何不直接写现代小说呢？

作家自述道，欲写今日人情，时代小说最好；现代小说的话，自己会因害臊而无法下笔。另

一方面，时代小说也不能是完全的空想，若和现代毫无联系，就会变得陈腐不堪（1992 年

接受冈崎满义采访时语）。 

在这些陈述背后，是作家对“距离”恰到好处的把握。也即，由于当局者无可避免地会



心生迷惑，需要隔开一段距离方能从容地书写；但又不能过于疏远，否则会沦为空想，也难

以与现代的读者相通。 

诸多读者和评论家都将海坂藩视为藤泽周平所创造的“日本人心灵的理想乡”（井上厦、

松田静子、杉本章子、关川夏央等），这种评价对一个偏处一隅的北国小藩似乎是相当不可

思议的。更何况与一般意义上的乌托邦不同，海坂藩处处是现实的束缚，小说主人公主要是

下级藩士，并且不是继承家业的长子，而是前途灰暗的次、三子，此外还有步入暮年的隐退

者，贫苦的小户女子…… 

然而，真正丰饶的土地不正是如此吗？不是仅仅生产单调的幸福、书写胜利者的历史，

而是孕育多样化的生活。这些处于底层的人物是最为贴近大地的，虽然背负着命运的枷锁，

依旧能保持与贯彻自我的意志，诚实地生活下去。秋麦沉沉，冬雪皑皑，春花灿灿，到盛夏，

从巨树的枝叶间迸发出激烈的蝉鸣声，这饱含生命情感的呼喊历经四季风霜，方显得格外清

亮、高亢。 

令读者心生向往的，不是一两个完美的人物、几段功成名就的传奇，而是这方深厚蕴藉

的土地。跨过古今的间隔，穿越虚真的界线，伸手从书页中掊起一把海坂藩的泥土，可以嗅

见其中隐隐散发着人生哀乐的清香；指间由岁月流年打磨出的质感，教人肃然，又怅然。
i
 

                                                             

注： 

“海坂もの（海坂小说）”的范围随定义宽严有所不同，《海坂藩大全》收录明记有“海坂藩”、

“五间川”或“染川町”的作品；阿部达二采用 3 条较为严格的判定标准；而向井敏把未出

现明确藩名的《三屋清左卫门残日录》和《风之终局》等也归入其中。因作家随创作时期的

不同会调整某些细节方面的设定，本文采取广义界定，诸评论家认为以海坂藩为背景的作品

皆归于海坂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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