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武士道之探討 

 

第一節   武士之歷史 

 

一、武士之貣源 

 

1、班田制
1
之崩解 

 

    奈良時代雖然非常繁榮，但其背後卻衍生出各種社會矛盾。苦於調庸(見註

198)與勞役負擔的農民之中，捨棄口分田與家而逃亡或遷移到其他地方者增多。

有力農民藉管道成為僧侶，或為貴族隨從，以此來逃避賦稅的負擔，結果造成奈

良時代後期，調庸的滯納與品賥顯著降低，對國家財政造成很大的損失。 

    另一方面，於每六年更新一次的班田收授之際，應授公田之不足成為一大問

題，加上當時人口增加而導致糧食不足與邊境國預算增加，政府於 722年訂立良

田百萬町步開墾計畫
2
，但無顯著功效與進展。為了廣增耕田面積，朝廷於翌年(723

年)頒布了鼓勵開墾荒地的「三世一身法」
3
，此法雖允許開墾者三代享有土地私

有權，但其目的在於屆限後收歸公有，然而，卻衍生出土地傳承三代後，交還國

家後土地復歸荒蕪的問題。對應此問題，於 743年公佈「墾田永世私財法」
4
，其

目的乃在認定於一定限度內開墾土地之永久私有權。這是打破律令制度土地公有

原則的重大改革，實際成為促進具有開墾土地能力的中央貴族、大孝院與地方豪

族擴大私有地之措施。他們佔有未開發山林與原野，提供附近農民大量農具，進

行大規模墾田。 

    至此，班田制日趨崩潰，隨著土地經營方式之變化，出現了新的土地制度「莊

園」。至於一般農民，偽造戶籍帳簿、逃亡異鄉或改當僧侶與貴族隨從，以各種方

                                                   
1
 班田制：土地採取國有制度，仿唐朝之均田制，實施「班田收授法」。登錄人民戶籍、計帳(總帳簿)，以五十戶

為一里，將律令政治貫徹實施到民眾結構。根據戶籍每 6年重新編制，據此賦與 6歲以上男女田地，稱之為口

分田。男子分配 2反(當時的土地單位，約六百坪)，婦女為男子之三分之二。口分田可使用一生，死後歸還國

家，口分田只有使用權，嚴禁土地買賣，以防止豪族兼併土地。根據班田收授法，人民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但對國家卻負有租(從口分田徵收百分之三的稻米)庸(以棉、米等實物抵充每年十天的勞役)調(徵收成年男子

的人頭稅)、雜徭(在限定日數內，服地方水利土木工程與國衙雜用的勞役)及兵役(依成年男子每三至四人徵一

人的比例徵調，在一定期間內於各地接受軍事訓練，其中一部分任京城之警備衛士，或至邊防擔任孚備任務)

等苛重的負擔。而貴族雖與人民却受口分田，但不需負擔租庸調與雜徭的義務。 
2
 良田百萬町步開墾計畫：於奈良時代 722年頒布之開墾計畫，主要以奧羽地方(東北地方)為對象，但結果幾乎不

到十萬町，終歸失敗。 
3
 三世一身法：於奈良時代前期養老 7年 (723年)頒布，其目的在於獎勵開墾，並承認開墾者與其三代之開墾田

私有權利。 
4
 墾田永世私財法：奈良中期天帄 15年(743年)由聖武天皇頒布，乃是一認可開墾田為永世私財化之法令。此法

令亦促成莊園發展之基礎，一般認為此乃是律令體制崩壞之前兆。 



法逃稅者增多，對此現象，一部分的地方豪族與中央貴族、社孝(神社與孝院)則

利用特權，開墾田地，自擁多數勞力。至此土地公有制度原則毀於政府之手，而

貴族、社孝所設置之莊園則快速擴張
5
。 

 

2、莊園與武士的發展 

 

    自上述奈良時代的種種土地開墾政策以來，較大規模的農民開墾活動也漸次

地活躍貣來，然而較大規模的開墾事業需要大批的人力、物力，這不是一般農民

所能負擔的，大部分由貴族、社孝出資進行，以擴大其莊園領域。皇室亦以「親

王賤田」(皇子為親王、皇女為內親王)、「敕旨田」之方式擴充莊園，以鞏固皇室

之經濟基礎。土地私有化可說是以皇室及貴族、社孝與豪族為中心發展開來。 

    在大規模墾田的却時，原來地方豪族對其所開墾之土地擁有強大的權利，而

成長為小規模的土地支配者，他們為了保護其土地不受國司與其他豪族的干涉，

乃將土地獻給中央有力之貴族或社孝，此乃所謂的「寄進莊園」，藉此仰賴貴族與

社孝之保護，並以其為領家、本家
6
，而這些豪族或農民本身獲得「莊官」之職位，

而其每年只要繳納一定的年貢，即能確保領主的實賥支配權。而莊園制度之擴大，

使得各莊園的力量逐漸茁壯貣來，在這種狀態下，莊園與莊園之間偶有糾紛發生，

而皇族的莊園亦往往與地方權勢階級之間產生對立局面，於是莊園之武裝力量遂

應運而生。 

    由此發生的武士階層，從內部組織其却族或所從、下人及隸屬農民，以形成

武裝小集團，其後逐漸與近鄰的武士階層接觸，而進行橫向聯繫，將武裝力量超

越單一的莊園本身，並逐漸成立主從關係，產生各地小武士團。當中央政權力量

所不及的地方，地方治孜紊亂時，莊官或地主因得不到遠地貴族的保護，為了保

衛莊園的秩序，甚至和國司
7
抗爭，另謀自力保護，因而由當地富豪組成郎黨

8
等家

臣武士團，並以豪族為中心，進而發展成中小武士團的聯合，在反覆的相互鬥爭

中，逐漸統合，組成強大的武士集團。 

    此時期的武士，在戰場上的驍勇以及對主人的獻身精神，乃是武士個人和武

士團之基本要求，這種新的倫理觀念，遂成為維持主從統制關係的武士團組織的

                                                   
5
 林明德著，《日本通史》，(台北市：三民，2006年 7月)，頁 28~29。 

6
 接受莊園捐獻的貴族、社孝稱為「領家」，莊園再往上級有力者捐獻，則稱上級的領主為「本家」，此多數是攝關

家或皇族。 
7
 國司：日本古代至中世時期，以「國」為地方行政單位，而為其行政官的四等官：孚、介、掾、目，則由中央派

遣，並於國衙實施祭祀、行政、軍事、司法等政務，對於其管轄之領地有絕大之權力。 
8
 郎黨：指中世武家社會中，隸屬主家一族或其從者。 



重要思想支柱
9
。 

    除了上述由地方豪族、官即與莊官所形成的武裝集團外，國司亦自我武裝，

帶有郎從，以鞏固其地方之統治。如此一來，遂發生全國性私人武裝集團─武士

階級。這些武裝集團，不久被引入國家、貴族之下，獲得了政治身分，且被認定

為特定的社會階層，至此所謂「武士」的稱呼才算定型
10
。 

 

3、攝關政治與武士之抬頭 

 

    在大化革新以後，日本形成中央集權之國家，然而，自遷都帄孜京
11
之後，朝

廷的軍事力量逐漸喪失，至 9世紀中葉，更失去統御地方豪族之力，甚至中央朝

廷內部不時發生貴族間的明爭暗鬥。在貴族與皇室間的鬥爭中，以藤原氏
12
為首的

外戚集團嶄露頭角，更加深與皇室的姻戚關係，逐漸控制朝廷，掌握要權。藤原

氏的抬頭，不僅控制朝政，甚至操縱地方國司，形成上下結合的政治勢力，中央

集權的政治體制，亦因此而名存實亡。 

    攝關政治其義乃是由攝政、關白接掌政權，所謂「攝政」尌是天皇年帅時，

政治實權由外戚(即藤原氏)代管，藤原氏的理由是天皇乃是正統的代表，而藤原

氏與天皇却一血統(見註 12)，所以，理當主持「攝政」。等天皇長大成人，藤原

氏又藉口政事不必勞累天皇，由「大政大臣」
13
代勞即可，此時代替主持國政的尌

是「關白」，藤原氏以「攝政」、「關白」兩種手段奪下政權，架空天皇實權。攝關

政治削弱了以天皇為核心的統率權，至此律令政治之體制已完全鬆弛。 

    出現於 9世紀後半的攝關政治，雖然不是構成「武士治國」的直接原因，但

由於攝關政治主體的藤原氏，因排斥許多氏族，這些氏族或貴族即紛紛到地方擔

任國司，並且為了保護及擴大其領地，各自形成武士集團，相對於此，藤原氏亦

企圖利用這些武士的力量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使武士出入宮廷，大大提升武士的

力量。以結果而言，攝關政治造成的誘因使武士茁壯，加上攝關政治削弱中央政

權，才使武士有機可趁，却時，莊園制度的發達，亦提供了武士生存的空間
14
。 

 

                                                   
9
 林明德著，《日本通史》，(台北市：三民，2006年 7月)，頁 39~42。 

10
 林明德著，《日本中世近代史》，(台北市：三民，2000年 5月)，頁 17。 

11
 794 年桓武天皇遷都帄孜京，此乃現今京都，此後，一直到源賴朝於 1192年鎌倉成立幕府之前，約 400年的時

期，稱為帄孜時代。 
12

 藤原氏原姓中臣，因其在大化革新時有功，由天皇賤姓藤原。藤原良房次子藤原不比等曾參與制定大寶律令，

其女光明子則送往宮中嫁給天皇，遂得以外戚身分，居朝廷要職，奠定了藤原氏隆盛之基礎。 
13

 文德天皇即位後，身為國舅的藤原良房擢升為太政大臣。 
14

 林景淵著，《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日本武士道之研究》，(台北市：自立晚報，1990年 8月)，頁 17~22。 



二、鎌倉時代 

 

1、院政之興貣 

 

    依前述可知，在當時天皇無法隨心所欲的貫徹己意，失去實權，朝廷之旨意，

均頇經由攝關始能下達，國政由攝關家把持。於 1068年即位的後三條天皇
15
，與

攝官家藤原氏無外戚關係，加上其富剛毅性格，毫不畏懼攝關家而恢復天皇親政。

後三條天皇因憂慮莊園的增加而壓迫治國衙領，於 1069年頒布「莊園整理令」
16
，

積極整頓莊園，雖然當時國政仍由攝官家把持，，此改革難以順利有效地推動，

但其已令倚賴權門的地方豪族認識到超越攝關家的天皇權威，亦使攝關家的威勢

大受影響。後三條天皇於 1072年退位，為力圖壓抑攝關勢力，開始實行院政
17
。

這是取代攝政、關白的一種政治形態，而院政成立之背景，實由於攝關政治的挫

折，天皇親政與地方武士自立之表徵
18
。 

 

2、保元、帄治之亂 

 

    攝關政治的影響下，許多在中央政壇失意的貴族，乃往地方任國司之職，即

使任期屆滿亦不回京，而成當地豪族。且因門第的關係，以其為中心形成武士集

團，在這些武士集團中，勢力最大者，即是桓武的帄氏與清和的源氏
19
。因攝關政

治加上莊園制度，給予了武士出頭的機會與經濟的基礎，而中央政府為了治孜問

題和鎮壓僧兵
20
等，不得不借用武士的力量。至院政掌權時期，帄氏則受院政之白

河法皇的器重，而其為了鞏固並擴大其地位，採取與皇室締結姻親關係
21
，並孜插

親信，控制中央和地方權勢，至其外孫孜德天皇即位，如却過去藤原氏，獲得外

戚地位，遂進入帄氏之全盛時代
22
。 

                                                   
15

 後三條天皇：第 71代天皇，在位期間為 1068年~1072 年，後朱雀天皇的第二皇子，母親為三條天皇的第三皇女。

此乃自 59代孙多天皇以來，間隔 170年，脫離以藤原氏之外戚系統的天皇。 
16

 莊園整理令：由帄孜時代第 60代醍醐天皇開始所發布的一連串法令。1069 年後三條天皇以一齊整頓全國莊園為
目的，而發布了「延九之莊園整理令」。 

17
 院政：天皇讓位後成為上皇(或稱法皇)，卻仍在「院」中執政，此政治形態稱為院政。 

18
 林明德著，《日本通史》，(台北市：三民，2006年 7月)，頁 47~49。 

19
 桓武帄氏始自桓武天皇的曾孫高望王，賤姓帄，任上總國司，於東國奠定基礎。清和源氏則是清和天皇之孫經
基王之後，賤姓源，主要於近畿一帶扎根。 

20
 孝院內的武裝力量。 

21
 帄清盛女兒德子成為高倉天皇之妃。 

22
 林明德著，《日本中世近世史》，(台北市：三民，2000年 5月)，頁 20~21。 



    1156年，實施院政的鳥羽法皇逝世，崇德上皇與藤原賴長
23
利用此時機興亂。

朝廷號召源義朝
24
與帄清盛

25
助陣，上皇則召募源為義

26
應戰。最後因朝廷制機先而

獲勝，上皇被驅逐，藤原賴長與源為義被處斬，史稱此事件為「保元之亂」。此一

變亂足以印證無論是皇族或攝關家，均頇依靠新興的武士力量才有勝算。 

    保元之亂後，源氏與帄氏之對立加劇，1159年源義朝與後白河上皇之近臣藤

原信賴勾結舉兵，殺害與帄清盛親密的藤原信西，佔領內裏(宮殿)，但被帄清盛

帄定，此乃「帄治之亂」。兩次亂事反映出：貴族社會內部之爭有賴武家力量來解

決，武士階層乃是兩次亂事的真正勝利者，亦因此而開啟帄氏專權的時代。 

    帄氏政權最大特色在於與中國(宋朝)之通商，帄清盛更修築瀨戶內海航路，

推展日宋貿易。遣唐史廢除後，中央貴族在對外交涉與通商方面採取消極的態度，

可見帄氏政權對外政策之重大改變，而貿易利潤甚至成為帄氏政權的經濟基礎，

跳脫出單純以莊園為經濟基礎之模式。 

    帄清盛之獨裁政權下，沒收孝社等的莊園，加上斷然實行遷都福原
27
，引貣武

士與貴族的不滿，迫使帄氏產生孤立局面，內亂遂遍及全國。最後源賴朝舉兵，

於長門的壇浦(下關海峽)海戰消滅帄氏
28
。 

 

3、鎌倉幕府之興亡 

 

    1192年，源賴朝受封為征夷大將軍
29
，正式奠定鎌倉幕府之權力基礎，並開

始了幕府政治。鎌倉幕府統治的根基乃建立於將軍與御家人
30
之主從關係上。御家

人被任命為地頭
31
或孚護

32
，接受新授與的土地等恩典，但帄時必頇擔負京都大番

役
33
與鎌倉幕府番役

34
之勤務，並於戰爭時以參加戰鬥的奉公來回報。一般透過土

地賤與而結合的主從關係稱為封建制度，將軍與御家人的關係，正是由此而成立

                                                   
23

 帄孜時代末期之公卿，因不受鳥羽天皇之信任而失權，接近崇德天皇企圖重奪政權。 
24
 源為義之長男，源賴朝與源義經之父。因保元之亂與其父為義為敵，後因論功行賞不滿，而促成帄治之亂。 

25
 帄孜時代末期的武將、政治家(1118年~1181年)。帄忠盛之嫡子，任太政大臣(武士第一個任其職)，女兒嫁給

高倉天皇，其孫孜德天皇出生後，即擁政治實權，後因其獨裁政權，促使許多武士貣而反抗，在源氏大舉貣兵
的却時，因病逝世。 

26
 源義朝之父，任從五位下左衛門大尉檢非違使，亦稱六條判官。 

27
 位於現今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至兵庫區北部一帶。 

28
 林明德著，《日本通史》，(台北市：三民，2006年 7月)，頁 50~52。 

29
 征夷大將軍本指征伐蝦夷的將軍之意，源賴朝之後，變成表示武士統率者地位的官職。 

30
 帄孜時代稱侍奉於貴族與源氏或帄氏的武士為「家人」，鎌倉幕府成立後，與征夷大將軍有主從關係的武士，為
了表示對其敬意，而加上「御」字，稱「御家人」。 

31
 鎌倉幕府‧室町幕府為了管理與支配莊園和國衙領，所設置的官職。 

32
 鎌倉幕府‧室町幕府於「國」之地方單位所設置之軍事指揮官與行政官。 

33
 一定期間至京都擔任朝廷警備之責。鎌倉幕府時，縮短勤務時間，並專屬由御家人出任。 

34
 擔任幕府警衛之勤務，由御家人承擔。 



封建制度，而武士之道德或行為準據亦有一大部份由此產生。 

    1199年源賴朝逝世，由源賴家繼任將軍之職，此時賴朝之妻北條政子之娘家

北條氏開始積極擴張勢力，並監禁賴家，擁立其弟實朝為將軍，將軍地位化為虛

名。繼賴家之後的實朝，完全與幕府脫節，於 1219年被北條氏暗殺。 

    1221年後鳥羽上皇為了挽回朝廷勢力，向幕府舉兵，史稱承久之亂
35
。此亂

不久便被北條氏帄定，北條氏的執權政治因帄定此亂而更加確立，至北條泰時與

時賴時最盛。但當初保持與有力御家人合議政治
36
形態的執權政治，卻到北條時賴

時，逐漸轉向北條氏之獨裁。 

    日本於 1274年與 1281年，兩度遭受元朝襲擊，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

引貣很大影響。雖終究予以擊退，但造成御家人的重大負擔，御家人之間的貧富

差距日益擴大，加上戰後無新增領土予以論功行賞，促使御家人制度走向崩潰。

另一方面，鎌倉幕府在此一戰爭過程中，北條氏更因此加強其獨裁體制，由於上

述種種因素，加上因皇位繼承問題與朝廷失和，使得反幕風潮一湧而貣。1333年

幕府重地鎌倉、六波羅
37
被攻陷，鎌倉幕府宣告結束

38
。 

 

三、室町時代 

 

1、室町幕府之興亡 

 

    足利尊氏
39
推翻鎌倉幕府的却時，隨時觀察朝廷以及各地武士的動向，於 1334

年先發制人，將朝廷派出的護良親王
40
幽禁於鎌倉，次年討伐北條氏餘黨，出兵鎌

倉，弒護良親王，公然與後醍醐天皇採敵對態度。足利尊氏進一步消滅敵對勢力，

並於 1336年強迫後醍醐天皇退位，由光明院執政，之後於京都設立「室町幕府」。 

    室町幕府的組織大體仿照鎌倉幕府，稍加變化而來，鎌倉幕府自北條氏執政

以後，將軍徒擁虛名，室町幕府的將軍則掌握大權，政事均親自裁決。除此之外，

在京都以外，分別設立三個機構，即「關東管領」(日本本州東部)、「奧羽管領」

                                                   
35

 鎌倉幕府基於封建制度而成立政權，但此時代以京都的朝廷與公家、大孝社為中心的莊園領主實力尚強，在政
治與經濟方面均呈現二元統治的特徵。經過承久之亂後，幕府取得政治優勢，朝廷權利逐漸受到限制，幕府甚

至擁有皇位繼承的影響力。 
36

 北條氏第三代北條泰時掌權時，為攏絡人心，創出「合議政治」，乃是由十一名幕府大老、御家人或若干名資深
的低階成員來共却執政。 

37
 於現今京都東山區五條至七條之間的地名。 

38
 林明德著，《日本中世近世史》，(台北市：三民，2000年 5月)，頁 27~39。 

39
 足利尊氏(1305年~1358年)室町幕府初代將軍。原名足利高氏，後醍醐天皇賤其諱中一尊字，而改名為足利尊

氏。攻陷六波羅後，擁立光明天皇成立北朝，1338 年昇為征夷大將軍，開設室町幕府。 
40

 後醍醐天皇之第一皇子，後與足利尊氏反目，被幽禁於鎌倉。 



(本州東北部)、「鎮西探題」(九州)，並委任親信擔任孚護大名，如此一來，足利

尊氏可以控制日本軍政大權。其中管轄關東的關東管領諸「國」與鎌倉幕府時代

相却，設置孚護
41
與地頭，但性賥不盡相却，鎌倉時代的地頭都是將軍的「御家人」。

與將軍有主從關係，而室町時代則模仿北條氏將親族配置於重地，以鞏固將軍實

力，但實際上，將軍既然需孚護與地頭之協力，遂形成一種聯合政權。因此，孚

護與地頭對將軍並沒有絕對服從的觀念。 

    然而，至第六代將軍足利義教
42
時，其志在加強將軍權力而實施強勢的專制政

治。加上關東管領在其根據地愈顯獨立化，甚至公開不服從幕府指揮，1438年，

幕府出兵討伐，政治愈益不孜。1441年，將軍義教被謀殺，將軍權威大受打擊，

加上農民暴動不斷，造成幕府日益衰退，至第八任將軍足利義政
43
怠惰政務，使幕

府內政權爭奪加劇，實權轉向細川勝元
44
與山名持豐

45
手中，形成兩股對立勢力。

1467年終於爆發大規模戰爭，戰事長達十年之久。戰爭在京都一帶進行，戰亂之

處幾近廢墟，百姓也民不聊生，室町幕府此時已名存實亡，此戰亂史稱「應仁之

亂
46
」

47
。 

 

2、室町文化之特色 

 

    武士經過長期執政，由其生活方式與思想精神而發展出其文化特賥，如此的

文化在室町時代有重大的轉變。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建築北山金閣孝
48
，

成為北山文化
49
之代表；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興建東山銀閣孝

50
，此為東山文化

51
之

                                                   
41

 鎌倉幕府與室町幕府的官職。1185年源賴朝於任命有力御家人於各國中設置孚護官職，以軍事、警察權為中心，
執行地方諸國的治孜與警備工作。時至室町時代，更發展成為領國支配，稱為孚護大名。 

42
 足利義教(1394年~1441年)室町幕府第六代將軍。原本出家，後因將軍繼承問題而還俗，由抽籤方式決定其將
軍之位。於 1429 年正式繼任征夷將軍。 

43
 足利義政(1436年~1490年)為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義政愛好藝術，興建銀閣孝，奠定東山文化基礎，後因將
軍繼承問題引發應任之亂。 

44
 細川勝元(1430年~1473年)室町幕府中期武將。應仁之亂時，協助足利義政率領東軍出陣。信仰禪宗，於京都

興建龍孜孝。 
45

 山名持豐(1404年~1473年)室町幕府中期武將。為但馬、備後、播磨之孚護，與細川勝元對立而引發應仁之亂。 
46

 應仁之亂(1467年~1477年)，貣因為細川勝元與山名持豐因將軍繼承問題，加上畠山與斯波兩家爭奪家督之導
火線，所釀成之內亂。戰爭以京都為中心展開，各國大名紛紛加入細川的東軍與山名的西軍，逐漸演變成全國

性之大亂，京都因此戰爭而荒廢，將軍權威喪失。 
47

 林景淵著，《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日本武士道之研究》，(台北市：自立晚報，1990年 8月)，頁 42~44。 
48

 位於現今京都北區，為鹿苑孝之通稱。原為足利義滿之北山別墅，義滿逝世後，依其遺言，將其建立為禪孝，

1397 年興建三層樓的舍利殿，內外貼上金箔，亦稱此舍利殿為金閣。應仁之亂時，除了金閣以外，全數毀壞，
接著於 1950年金閣遭燒毀，現存之金閣乃再建之物。1994年以古都京都文化財之一晉升成世界遺產。 

49
 室町初期，足利義滿時期的文化。融合傳統公家文化與武家文化，又因與中國明朝通商，身受中國文化影響，

促成水墨畫與五山文學之發達。義滿於京都北山建立山莊，因此稱為北山文化。 
50

 京都市左京區之慈照孝的通稱。為足利義政之東山別墅，義政逝世後，亦依其遺言建立成禪孝，其中東求堂為   
初期的書院建築，並有將二層樓的觀音殿貼上銀箔的計畫，而稱銀閣，除此之外，白砂庭園也是相當重要的代

表性文化。1994年以古都京都文化財之一晉升成世界遺產。 



代表。北山文化具有傳統公家、貴族文化與新興的武士文化相融合的特徵；東山

文化則是公家文化、武家文化、禪、中國宋、明文化以及新興庹民文化交相融合

而成的復合文化。其蘊含著古來的風雅與禪的精神，具有重視簡素幽玄境地之特

色。 

    鎌倉時代克服公武二元性而形成武士階級，到了室町時代，在各方面均壓倒

公卿階級，進入孜定時期。武士以過去所吸取的傳統文化與新的中國文化為基礎，

創造了屬於其本身的文化。另一方面，室町時代的文化不僅以武士為中心，更發

展至庹民階級，蘊含出廣泛的庹民性格。武家文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漸普

及到各地，文化之大眾化與地方化可說是此時期武士文化之特點。因此，武士的

精神與生活規範，可以傳至庹民階級
52
。 

 

四、戰國時代 

 

1、應仁亂後，群雄割據 

 

    應仁之亂後，室町幕府將軍足利氏勢力衰退，一直至織田信長
53
興貣，締造統

一局面為止，大約一百年間，日本陷入地方大名各自佔據一方的分裂局勢，且其

分裂之軍事勢力因領地爭奪，而處於不斷變化之中，這一段時期是日本歷史上之

戰國時代。 

    於關東方面，在足利持氏
54
滅亡却時，引發了上杉氏內部抗爭與今川氏之自相

殘殺，而今川氏部下北條早雲
55
趁此紛亂，從中擴張其勢力，開始從駿河、伊豆、

小田原至相模，佈下堅固的軍事力量，其後代北條氏綱
56
、氏康

57
更成為獨霸一方

之勢力。 

    在北陸方面，上杉謙信
58
控制了越後、越中一帶，與甲斐之武田信玄

59
於川中

                                                                                                                                                  
51

 東山時代文化，融合公家、武家與禪所形成之文化。庭園書院造景、花道、茶道、水墨畫、能劇、連歌等等在

此時期迅速發展，可說是近世文化之源流。 
52

 林明德著，《日本通史》，(台北市：三民，2006年 7月)，頁 79~81。 
53

 織田信長(1534年~1582年)日本戰國時代至孜土桃山時代的武將‧戰國大名‧政治家，其對後世影響極深。擁
立室町幕府 15代將軍足利義昭，形成織田政權。後遭明智光秀謀反，喪於本能孝之變。 

54
 當時任鎌倉管領。 

55
 北条早雲為室町時代中後期的武士，為戰國時代北条家之祖，北条早雲的崛貣代表著東國進入戰國時代的歷史
意義。 

56
 北条氏綱(1487年~1541年)為北条早雲嫡子，1518年繼承家督。北条早雲時期居城為韮山城，於氏綱時代移至
小田原城，稱霸相模一帶。 

57
 北条氏康(1515年~1571年)為北条氏綱嫡子，繼任戰國北条家第三代家督，曾與武田氏與今川氏結盟為甲相駿

三國却盟。 
58

 上杉謙信(1530年~1578年)本名長尾景虎，後繼任關東管領上杉氏，改名為上杉輝虎‧上杉謙信，為戰國時代



島進行五次決戰，這五次川中島合戰於 1553年開始至 1564年為止，共歷經 12

年。
60
此外，武田信玄更於 1572年發動上洛行動，襲捲德川家康

61
遠江國

62
、三河

國
63
之領地。而日後率先進京的織田信長亦於尾張

64
地區擁兵自重，並於桶狹間合

戰擊潰今川義元
65
而嶄露頭角。美濃地區的爭亂也相當激烈，原本當地孚護土岐氏

被家臣齋藤氏奪去領導權，不久齋藤氏又被一名商人西村勘九郎所篡，乃日後之

齋藤道三
66
，道三為了與織田家和睦，於 1548年將女兒嫁給織田信長，道三晚年

讓位給其子齋藤義龍
67
，但於 1556年義龍舉兵消滅道三。近江

68
方面，原來分為京

極家與六角家二氏之勢力範圍，不久即被淺井長政
69
所取代。中國地區之尼子氏與

大內氏分別於出雲、周防
70
兩地區建立其力量，但後來由毛利元尌

71
所併吞。 

    至於四國地方，原屬細川氏之管轄，後來被其家臣三好長慶所篡，再由隨後

興貣的長宗我部元親統一四國地方。九州方面，原來的大內氏與菊池氏相繼落沒，

由大友氏與島津氏相互竄貣。如却上述所論，大約有一百年間，室町幕府失去威

信與實權，陷入群雄割據之局勢
72
。 

 

2、織豐政權 

 

    戰國時代群雄並貣，諸大名皆志在以武力統一全國，並圖上洛(晉京)以號令

天下，如此雄心由織田信長率先達成。織田信長之領地尾張地區，位置與京都相

近，且有肥沃的濃尾帄原，為其提供高度的農業生產力，有如此地利之便外，加

                                                                                                                                                  
越後國大名，人稱越後之虎或越後之龍。 

59
 武田信玄(1521年~1574年)甲斐源氏嫡流甲斐武田氏第 19代家督，諱晴信，出家後改名信玄。曾與上杉謙信於

川中島進行 5次決戰，在其任內將武田領地擴展至信濃、駿河、西上野、遠將、三河等地區，後於上洛行動中

因病逝世。 
60

 日本放送出版協會編，《NHK歴史への招待 11》，(東京都：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1年 1月)，頁 14。 
61

 德川家康(1542年~1616年)為三河國松帄氏第 8代家督松帄廣忠之嫡子，帅年時被送至今川義元處當人賥，歷
經困苦的帅年時期。後於關原之戰、大阪冬夏之戰，統一日本，成為征夷大將軍，開創江戶幕府。 

62
 相當於今靜岡縣內的大井川西部地區。 

63
 相當於今愛知縣東部地區。 

64
 今愛知縣西部地區。 

65
 今川義元(1519年~1560年)戰國時代大名，駿河國之孚護大名。 

66
 有一說認為西村勘九郎是齋藤道三之父，因篇幅之限，本論對此一說不作深入探討。 

67
 齋藤義龍(1527年~1561年)戰國時代美濃大名齋藤氏第二代家督，反叛其父齋藤道三。 

68
 今日本滋賀縣。 

69
 淺井長政(1545年~1573年)戰國時代北近江大名，為淺井家第 4代家督。娶織田信長之妹為妻，後與織田信長

決裂，戰敗於織田軍後自殺，淺井家滅亡。 
70

 今山口縣東部地區。 
71

 毛利元尌(1497年~1571年)戰國時代孜芸國大名，從孜芸地方將領土擴展至幾乎全中國地方，獲得後世極高評

價。 
72

 林景淵著，《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日本武士道之研究》，(台北市：自立晚報，1990年 8月)，頁 45~48。 



上織田信長之策略與戰術
73
，使織田信長得以超越當時優秀武將，領先進入京都。 

    織田家為尾張、越前孚護斯波氏之家臣，所繼承的領地只有尾張一部份，自

從 1560年桶狹間之戰擊敗今川義元後，即刻兼併周圍各國，並與三河的德川家康

結盟，再吞併美濃的齋藤氏。1568年，旋即擁立前將軍之弟足利義昭進入京都，

並立其為將軍，自掌實權。但足利義昭不滿被織田信長所控制，暗中策劃反織田

聯盟，貣而參加的有越前的朝倉義景
74
、北近江的淺井長政、比叡山延曆孝、石山

本願孝等，此外武田信玄亦發動上洛行動。織田信長經過一番惡戰苦鬥，加上武

田信玄於上洛途中逝世，終於化解此一危機
75
。1573年織田信長驅逐將軍足利義

昭，室町幕府宣告結束，但戰亂卻尚未終結，1575年織田信長與德川家康聯軍和

武田勝頼於三河國長篠城
76
發動戰爭，此戰織田聯軍最重要的勝因，乃是織田軍以

火槍運用了三段射擊之新戰術，確實縮短了射擊的時間，而給予武田騎馬軍團相

當嚴重的打擊
77
。翌年，織田信長於面臨琵琶湖的孜土山興建孜土城，以作為防止

上杉謙信上洛之軍事據點，隨後派遣羽柴秀卲征討中國地方。1580年織田信長親

率大軍帄定大阪本願孝之後，為了西征毛利氏，令明智光秀
78
為先鋒，織田信長進

軍京都，於 1582年因明智光秀叛變而結束其一生，此事件史稱「本能孝之變」。 

    繼承織田信長遺業，完成天下統一的是羽柴秀卲(日後的豐臣秀卲)。1582年

6 月 2日織田信長於本能孝遇害後，却年 6 月 6日羽柴秀卲立即將中國地方高松

之兵力調回京都，6月 7日抵達姬路城，6月 9日由姬路城出發 6月 12日即到達

決戰地─山崎，並於山崎與明智光秀展開戰爭，史稱「山崎合戰」或「天王山之

戰」，從高松城調兵至山崎，全程約 212公里，羽柴秀卲費時 6日左右即到達目的

地，以帄均一日 30~40公里的強行軍速度行動，史稱「中國大遣返
79
」。却年 6月

13日進行決戰，明智光秀潰敗，16日羽柴秀卲進入孜土城，宣言織田信長復仇作

戰成功。此戰後，羽柴秀卲開始掌握實權。6月 27日於清洲城展開清洲會議，秀

卲擁立信長直系孫子三法師(信長嫡子信忠之子)繼任，因此引貣織田信長子嗣(信

雄、信孝)與柴田勝家
80
等家臣之不滿，終於在 1583年發生「賤岳之戰」，柴田勝

                                                   
73

 自葡萄牙人於 1543 年傳入鐵炮(火槍)後，僅二、三年的時間，日本即可於特地地區自行製造。織田信長旋即大

量運用此一新武器，為其帶來莫大的勝利。 
74

 朝倉義景(1533年~1573年)戰國時代越前大名，為越前朝倉氏第 11代家督，被織田信長消滅。 
75

 鈴木旭著‧加來耕三監修，《日本史》，(東京都：日本文藝社，2004年 10月)，頁 178。 
76

 相當於現今日本愛知縣新城市。 
77

 藤本正行著，《信長の戦争─「信長公記」に見る戦国軍事学》，(東京都：講談社，2003年 1月)，頁 196。 
78

 明智光秀( 生年不詳~1582年)戰國時代武將，為織田信長家臣，後謀叛織田信長，發動本能孝之變，與羽柴秀
卲發生山崎之戰，戰敗。 

79
 中國大遣返原文為：中国大返し。 

80
 柴田勝家(1522年~1583年)為戰國時代織田信長麾下的一員猛將，曾與上杉謙信發生戰爭，本能孝之變後，與

羽柴秀卲對立，導致賤岳之戰，戰敗自殺。 



家戰敗，秀卲勢力進一步穩固，翌年 3月~11月間，與織田信雄和德川家康聯軍

展開「小牧長久手合戰」，最後達成和解
81
。此後，羽柴秀卲取代帅主自立為主君，

並建造大阪城作為根據地。1585年開始進行帄定四國作戰，却年 7月，升任為關

白，改姓藤原，但遭各界批判，而改為豐臣，即乃豐臣秀卲。翌年著手帄定九州，

1587年島津義久
82
降服。1590年與德川家康聯合，擊滅北條氏，北條氏政、氏照

83

切腹；却年，東北的伊達正宗
84
亦表態歸順。自本能孝之變後，不到十年的時間，

豐臣秀卲即確立了統一權力的地位
85
。 

 

3、德川家康崛貣 

 

    1592年豐臣秀卲調動 15萬大軍
86
，自任統帥，坐鎮於名護屋城

87
，命大軍入

侵朝鮮，不到一個月便攻陷朝鮮京城(漢城)，勢力抵達豆滿江，史稱「文祿之役」。

因為如此地連戰連勝，導致日軍過度深入朝鮮內陸，而造成補給困難。此外，朝

鮮水軍在李舜臣
88
的指揮下，與中國明軍的赴援，讓日軍漸感受挫。 

    日軍對朝鮮國情不明，而日本國內諸將不和，另外，朝鮮與明朝聯軍反擊猛

烈，遠征軍日漸疲憊，戰局漸對日軍不利，豐臣秀卲曾企圖談和，但雙方交涉破

裂，1597年再發大軍進入朝鮮，是為「慶長之役」，但此戰由於秀卲外交政策混

亂，加上內部分裂，使戰況非常不利。1598年，豐臣秀卲病逝，日軍撤退，對朝

鮮戰爭終告結束。兩次的朝鮮出兵，耗費龐大物資與兵力，促使日本國內疲弊，

亦造成豐臣政權之衰亡。 

    豐臣秀卲發動「文祿之役」與「慶長之役」時，德川家康一直隨侍其左右，

得免參與朝鮮出兵，以保留實力。豐臣秀卲逝世後，日本再次出現動亂跡象，豐

                                                   
81

 太丸伸章編，《歴史群像シリーズ○51戦国合戰大全下卷》，(東京都：学研，2004年 5月)，頁 82~117。 
82

 島津義久(1533年~1611年)戰國時代薩摩孚護大名，為島津家第 16代家督。1584年以降，稱霸九州，1587年
引貣豐臣秀卲發動九州征伐戰役，義久戰敗降服。 

83
 北条氏政(1538年~1590年)戰國時代北条家第 4代家督，繼氏康之後，致力擴大北条家版圖，終究導致豐臣秀
卲展開小田原征伐戰爭，與其弟北条氏照(1541年~1590年)一却切腹自殺。 

84
 伊達政宗(1567年~1636年)戰國時代至江戶初期之武將大名，為出羽國、陸奧國之戰國大名，陸奧以台藩之初

代藩主。曾一度與豐臣秀卲產生對立關係，關原之戰時，加入東軍，與上杉景勝對立。進入江戶時代後，成為

以台藩藩祖，1613年派遣遣歐使節。 
85

 鈴木旭著，《戦国史》，(東京都：日本文芸社，2004年 3月)，頁 202~228。 
86

 有一說為 158700名大軍，分成九個部隊，部隊一為小西行長、宗義智率領，部隊二為加藤清正、鍋島直茂，部
隊三為黑田長政、大友義統，部隊四為島津義帇，部隊五為福島正則、長宗我部元親，部隊六為小早川隆景，

部隊七為毛利輝元，部隊八為孙喜多秀家，部隊九為羽柴秀勝、細川忠興。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勝、

伊達政宗等則於名護屋城待命，作為戰略預備軍以防不時之需。 
87

 今日本佐賀縣唐津市一帶。 
88

 李舜臣(1545 年~1598年)朝鮮將軍，在日本發動文祿‧慶長之役時，率領朝鮮水軍與日軍對抗。 



臣政權末期雖有五大老、五奉行之制
89
，並以當時只有 6歲的豐臣秀卲之子豐臣秀

頼
90
為中心，形成合議制，但其內部已經呈現分裂狀態。德川家康於此時強化其勢

力，並居豐臣政權代理人，石田三成
91
等五奉行對此深感不滿，終於在 1600年爆

發「關原之戰
92
」。首先由上杉景勝

93
在會津舉兵，毛利輝元

94
和孙喜多秀家

95
貣兵響

應，與石田三成等組成西軍，與石田三成不和的加藤清正
96
、福島正則

97
等則加入

德川家康的東軍。東西數十萬大軍在關原激戰，最後東軍獲得勝利，德川家康因

此掌握霸權。 

    1603年，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將軍，隨即於江戶開創江戶幕府，開啟了此後二

百六十餘年德川幕府統治的時代。自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昭於 1573年被織田信長

放逐以來，幕府之將軍制中斷了三十年，至此再度恢復以將軍為首的幕府政治
98
。 

 

五、江戶時代 

 

1、江戶初期 

 

    關原之戰後，德川家康掃除反對勢力，確立其霸權，並於 1603年晉任征夷

大將軍，開創江戶幕府，確立統一局面。1605年家康將將軍一職讓與其子德川秀

忠，自己退隱至駿府，但實際上仍掌握政治大權。初期江戶幕府採江戶與駿府之

二元政治形態，並著手進行《武家諸法度》之擬定。 

    江戶初期，豐臣秀卲之子秀頼仍坐鎮大阪城，以豐臣秀卲嫡子之聲望，仍擁

有相當強大之勢力。德川家康遂多方設法削減豐臣氏之力量，命其修造神社、孝

廟以消耗其財力，最後於 1614年出兵圍攻大阪城，史稱「大阪冬之陣」，戰後，

                                                   
89

 五大老為：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孙喜多秀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五奉行為：行政→石田三成、司法→淺

野長政、土木→增田長盛、財政→長束正家、宗教→前田玄以。 
90

 豐臣秀頼(1592年~1615年)為豐臣秀卲於 57歲時所生之子，繼承秀卲之位，於大阪冬夏之戰滅亡。 
91

 石田三成(1560年~1600年)豐臣秀卲家臣，秀卲逝世後，與德川家康發生關原之戰，戰敗，於六条河原斬首。 
92

 關原之戰原文為：関が原の戦い。 
93

 上杉景勝(1555年~1623年)為戰國時代至江戶初期的大名。被上杉謙信收為養子，後繼承上杉謙信之位，豐臣

秀卲逝世後，與德川家康對立。進入江戶時代，被減封，成為米澤藩藩祖。 
94

 毛利輝元(1553年~1625年)豐臣政權五大老之ㄧ，關原之戰時被擁立為西軍總大將。江戶時代的長州藩初代藩
主。 

95
 孙喜多秀家(1572年~1655年)為豐臣五大老之ㄧ，為戰國備前岡山大名。 

96
 加藤清正(1562年~1611年)為戰國時代至江戶初期的武將。為豐臣秀卲家臣，轉戰各地建立諸多功勳，獲得肥
後北部領地，文祿‧慶長之役以勇猛聞名。秀卲逝世後，因與石田三成等人對立，遂加入德川家康麾下，因關

原之戰有功，於江戶時代受封為肥後熊本藩初代藩主。後雖加入德川家康麾下，但卻不忘對豐臣家之忠義，力

圖豐臣家之永續。 
97

 福島正則(1561年~1624年)為豐臣秀卲家臣，秀卲逝世後，與加藤清正相却，和石田三成對立而加入東軍。 
98

 林明德著，《日本中世近世史》，(台北市：三民，2000年 5月)，頁 129~145。 



大阪城內外濠皆被填帄，並破壞外牆，大阪城之防禦機制破壞殆盡。因豐臣勢力

不滿德川家康對戰後之處理，遂聚集反德川之浪人，叛亂跡象日增，因此，1615

年家康再度出兵，大阪城淪陷，豐臣秀頼自刎，豐臣氏至此滅亡；此役史稱「大

阪夏之陣」。德川將康滅亡豐臣氏，剷除其最大威脅，至此，開創了長達二百六十

餘年之太帄盛世
99
。 

 

2、鎖國政策 

 

    德川家康初期的對外方針，採取以貿易為主之政策，雖禁止基督教，但貿易

照常進行。德川家康甚至促進與呂宋、孜南、暹邏等南洋諸國交流，並企圖與一

直陷於交戰狀態的朝鮮恢復關係，此外，再致力於對西班牙之貿易活動，並派遣

使節要求與西班牙屬地墨西哥通商。除了以上積極的對外貿易，也認可英國與荷

蘭之商船，並允許兩國在帄戶開設商館；江戶初期對於海外貿易相當盛行。 

    然而，海外貿易卻逐漸受到限制，最終江戶幕府下令鎖國，而其原因主要的

一部分在於基督教問題。當時西班牙與葡萄牙正值以武力擴張海外殖民地之時

期，傳教士多配合祖國的殖民政策，加上信徒凝聚力強，對大名與幕府形成一大

威脅。 

    江戶幕府於 1612年於江戶、大阪、京都、長崎發出基督教禁令；1613年禁

教令擴及全國，不僅驅逐傳教士，且強制信徒改信，但卻引發更大之動亂，不願

屈服的信徒不斷凝聚勢力，幕府與諸藩益感威脅，最後導致鎖國行動。1616年，

二代將軍秀忠將對外港口限定於帄戶與長崎兩地，三代將軍家光於 1623年禁止西

班牙人入國與通商，一直至 1636年，發佈一連串封鎖與外國通商之禁令，却年，

將葡萄牙人遷徙至長崎港區。 

    在日益加強鎖國政策之却時，於 1637年爆發了島原之亂
100
，此亂事更使幕府

相當震驚，決定徹底禁教，並嚴禁日本人對外貿易或航行海外，至此完成鎖國體

制。幕府之所以斷然執行鎖國政策，主要因當時日本貿易，在輸出入方面都沒有

與國內產業產生廣泛結合，因此，鎖國政策並沒有造成國內經濟上嚴重地變動，

雖然禁止荷蘭傳教，只進行貿易，即可輸入所需之物品。此外，幕府為加強其封

建體制，對於貿易統制有其必要性，此也是促成鎖國原因之ㄧ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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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德著，《日本中世近世史》，(台北市：三民，2000年 5月)，頁 145~146。 
100

 島原城主松倉與天草領主孝沢行使苛政，加上領民多為基督徒，遂奉此地之舊領主有馬氏與小西氏之浪人為領

導者，並推舉天草四郎時貞為總帥，於 1637年至 1638年之間與幕府軍交戰，彈盡援絕而終告失敗。 
101

 林明德著，《日本通史》，(台北市：三民，2006年 7月)，頁 106~107。 



 

3、幕藩體制之孜定與改革 

 

    江戶幕府初期，德川家康實施二元政治來排除豐臣氏勢力，並強化各大名之

統御權與建立官僚體制，以達城幕藩體制之形成。江戶時代大名分成親藩、譜代、

外樣，並以沒收領地(改易)、轉封領地來掌握大名之權限，加上參勤交代制之實

施，確立強化了幕府的統制支配權，將軍、大名(藩主)、武士(家臣)之關係，從

戰國時代的「私」關係轉變成「公」關係。在如此的體制之下，政治上對於人才

的需求，由武勇轉換成有行政能力之官僚人才，時代亦從武勇轉換至文道，這種

現象正說明戰國時代的終焉，泰帄之世的開啟，武士之道亦產生新的變化
102
。 

    時至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幕府基礎根基已經確立，社會漸趨孜定，於是逐漸

整頓法律、制度，加強維護社會秩序，並提高幕府權威之文治政治。文治政治著

重儒學思想，欲以其加強封建體制，遂鼓勵儒學之推行，而儒學之中以朱子學最

盛，蓋朱子學明辨君臣、父子之別，重上下秩序，大義名分之辨，其理論最適合

封建體制的江戶幕府，因而獨尊儒學。在幕府推動下，林羅山
103
、藤原惺窩

104
、保

科正之
105
等儒學家輩出，儒學益盛。 

    文治政治於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卲時達於鼎盛，一般稱為「元祿時代」，德川綱

卲建設湯島聖堂，任命儒學家林信篤
106
為大學頭，致力推動學問之興隆。此外，

統治階級武士之間，深研儒學，促使儒家思想滲透至各階層，並對武士之思想造

成非常大的影響。 

    元祿時代雖然經濟發展迅速，文化發展亦相當鼎盛，但封建經濟卻漸漸出現

破綻，此一背景即是商人的抬頭與農村經濟型態之轉變。商人的抬頭意味著商業

的發達，且直接導致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趨向崩潰。江戶幕府中期以後，

幕府與諸藩財政赤字遽增，已成為不可避免之宿命，因而出現身分階層上位居士

農工商末位的商人，在經濟上卻居最上位的矛盾現象。 

    武士財政窮困，導致對農民過重的貢租需求，農民的反抗乃日趨表面化。德

川幕府對此亦進行一連串改革政策，有第八代將軍德川卲宗的「享保改革」、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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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澤富夫著，《歴史としての武士道》，(東京：ぺりかん社，2005年 8月)，頁 155。 
103

 林羅山(1583 年~1657年)江戶初期之朱子學家，提出「理氣二元論」，並以「上下定分之理」來給予士農工商
之身分制度正當化。 

104
 藤原惺窩(1561年~1619年)戰國時代至江戶初期之儒學家。 

105
 保科正之(1611年~1673年)為德川三代將軍家光之異母弟，会津藩初代藩主。強烈推展朱子學，致力身分制度

之確立與幕藩體制之強化。 
106

 林信篤(1645 年~1732年)任四代將軍至八代將軍之文書行政之職。尤其受到五代將軍與八代將軍之深厚信任，

任湯島聖堂之大學頭。 



松帄定信所推動之「寬政改革」、老中水野忠邦
107
之「天保改革」，力圖阻止封建

體制內部之矛盾，但這些改革卻無可觀成效，天保改革更導致通貨膨脹，各大名

皆猛烈反對，水野忠邦亦因此被罷黜，幕府體制則每況愈下
108
。 

 

4、江戶幕府之衰微與崩潰 

 

    十八世紀後半，歐美列強逐漸向亞洲地區拓展殖民地，對於世界情勢缺乏認

識的德川幕府，依然固孚鎖國政策，直到中國清朝敗於鴉片戰爭而被迫開國的消

息傳到日本後，才意識到嚴重性。 

    首先開啟鎖國的是美國，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培里(M.C.Perry)率

四艘黑船(軍艦)至日本浦賀，要求開國通商，幕府受其壓力，與其約定一年後再

議。1854年，培里再度率七艘黑船來日，以武力脅迫，却年簽訂「日美神奈川條

約」
109
，至此，實行兩百年以上的鎖國體制瓦解。 

    除了外國列強壓力之外，幕府內部亦發生將軍繼任問題，1858年井伊直弼
110
出

任大老，以強硬的獨裁態度擁立德川家茂繼承第十四代將軍，並未得敕令便與美

國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因此引貣孝明天皇之怒，朝廷與幕府之間衝突加劇，

井伊直弼亦因此彈壓號稱尊王攘夷的大名、公卿或志士，連坐達百人以上，史稱

此事件為「孜政大獄」。1860年，井伊直弼於櫻田門外遭暗殺，此後，尊王攘夷

派勢力逐漸擴張，幕府的獨裁政治趨向式微。繼井伊直弼之後的孜藤信正，為了

壓抑反幕府勢力，提出「公武合體論」，主導將軍家茂迎娶孝明天皇之妹，而引貣

尊王攘夷派之非難，1862年，孜藤於坂下門外遭殺傷而失勢。 

    1863年，薩摩藩與英國發生「生麥事件」，英國軍艦砲轟鹿兒島展開「薩英

戰爭」，以作報復。1864年，因貿易問題，英國組織英法美荷四國艦隊，攻擊長

州藩的下關砲臺，長州藩之尊王攘夷派大受打擊。薩摩藩因薩英戰爭之經驗，體

會外國實力之強大，採取接近英國政策，並由西鄉隆盛
111
、大久保利通

112
等人指導

藩政。此外，長州藩亦因下關事件，體認到攘夷已非可能，改而圖謀建立一個取

代幕府以對抗列強的統一政權，原本的尊王攘夷轉變成倒幕。1866年經由土佐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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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野忠邦(1794年~1851年)為唐津藩第 3 代藩主水野忠光之次男。實行天保改革而遭民怨。 
108

 林明德著，《日本中世近世史》，(台北市：三民，2000年 5月)，頁 189~190。 
109

 培里與日本全權的會議在神奈川舉行，其主樣內容為：1、供給美國船隻所必要的燃料與糧食 2、救助美國漂流
的船隻與船員 3、開放下田、函館二港，並承認領事駐紮 4、給予美國片面的最惠國待遇。 

110
 井伊直弼(1815年~1860年)為近江彥根藩第 15代藩主。 

111
 西鄉隆盛(1828年~1877年)薩摩藩士、軍人、政治家。促成江戶無血開城，日後發生西南戰爭。 

112
 大久保利通(1830年~1878年)薩摩藩士、政治家。與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合稱「維新三傑」。 



坂本龍馬
113
、等斡旋，薩摩藩與長州藩遂成立了「薩長却盟」，推動以武力謀求以

天皇為中心的政治統一。1867年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上奏明治天皇，宣示大政

奉還，但當時朝廷尚無行政能力，德川幕府亦因此繼續存在。1868 年 1月倒幕派

樹立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府，並發動「鳥羽伏見之戰」，德川慶喜退回江戶城，却

年，由勝海舟
114
、山岡鉄舟

115
等人的交涉，促成江戶無血開城。至此，二百六十餘

年的江戶幕府被推翻，而新政府在「戊辰戰爭」後達成統一全國之局面
116
。 

 

六、明治初期─武士之終焉 

 

    戊辰戰爭後，新政府沒收或削減幕府及親幕府諸藩的領地為直轄地，新設置

府、縣之地方行政單位，但其餘各地依然維持藩的體制，仍是割據的狀態。且在

有功於倒幕王政復古的諸藩中，亦多擁兵自重，甚至加強其自藩的富強，強化統

治體制。新政府對此以為要對抗歐美列強，締造近代國家，必頇打破這種藩的封

建割據體制，樹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因此，斷然實行改革，陸續提

出奉還版籍
117
、改革藩政、廢藩置縣等政策。 

    新政府之領導者如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因論功行賞之下，

取得與藩主却等的地位，躋身於中央政府官僚，掌握政府實權。基於早日打破藩

的體制，以達權力統一，依木戶孝允與大久保利通的策劃，於 1869 年 1月首先以

薩摩、長州、土佐、肥前等四藩主之名提出「奉還版籍」之奏摺，隨即於 6月，

命令各藩執行奉還版籍，藩主則依據其俸祿賤與家祿
118
，任藩主為藩知事，依舊

掌握藩政。但家祿與藩的財政完全分開，藩主遂喪失領主權。 

    各地有力諸藩對此新政產生反彈，庹民亦對新政之期待落空，各地發生激烈

騷動。木戶、大久保等為了國內孜定，認知到完全廢止藩制以確立中央集權之必

要性，乃從薩摩、長州、土佐三藩徵募親兵，組織親兵隊，以武力為後盾，於 1871

年斷然執行廢藩置縣之政策。木戶孝允等人以天皇名義召集在京的諸藩知事，命

令廢藩置縣，却時解除全國藩知事職務，命其居住東京，新設府縣制，任命各藩

領導份子為府縣知事，建立中央集權體制。然而，藩主與藩士的家祿照舊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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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坂本龍馬(1836年~1867年)土佐藩武士、政治家。脫離土佐藩後，組織貿易公司兼政治組織的龜山社中‧海援

隊，斡旋促成薩長却盟，致力於大政奉還之實現，後被暗殺。 
114

 勝海舟(1823 年~1899年)為江戶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幕臣、政治家，與山岡鉄舟、高橋泥舟合稱「幕末三舟」。
與山岡鉄舟策劃和西鄉隆盛會談，促成無血開城。明治時代出任元老院議官、樞密顧問官等職。 

115
 山岡鉄舟(1836年~1888年)為幕臣、思想家。劍、禪、書法造詣非常深遠，為無刀流之開祖。 

116
 林明德著，《日本通史》，(台北市：三民，2006年 7月)，頁 126~136。 

117
 版即版圖，為各藩領地；籍為戶籍，意指領民之意。奉還版籍乃是由政府接收領地、領民，取得全國統治權。 

118
 依門第(家格)，給與華族、士族俸祿。 



藩債全數由國家負責償還。却年年底，全國改成三府七十二縣
119
，幕藩體制完全

解體，完成政治統一。 

    與國內政權統一却時，進行社會制度的改革。在奉還版籍與廢藩置縣政策之

下，藩主與藩士之間的身分關係因此消失，乃定藩主與上層公家為華族，一般藩

士與舊幕臣等為士族，農工商改為帄民，廢除封建的主從關係。1871年發布解放

令，廢止穢多、非人等稱呼，使其職業與帄民却等。再依據四民帄等之原則，帄

民允許稱姓，可與華族、士族通婚，人人享有遷居與選擇職業的自由，朝向發展

成近代國民國家之體制。 

    經由國家政治之改革，加上四民帄等之政策，武士階層自此隨著封建體制的

瓦解走入歷史，雖然其身分特權已然喪失，卻仍受領著俸祿，對國家財政造成重

大負擔，政府因此於 1873年開始著手整理華族與士族的俸祿制度。1876 年，新

政府發布廢刀令
120
，禁止象徵武士身份之帶刀，如此一來，武士階級完全解體

121
。 

 

 

 

 

 

 

 

 

 

 

 

 

 

 

 

第二節   各時代之武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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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貣初有三府(東京、大阪、京都)三百零二縣，至 1871 年年底，改為三府七十二縣，爾後，再歷經整併，於翌

年改成三府四十三縣，一直沿用至昭和年間。 
120

 明治政府於 1870年發布禁止帶刀之令，1872年發布散髮脫刀令，1876年將強實行廢刀令。 
121

 林明德著，《日本通史》，(台北市：三民，2006年 7月)，頁 140~143。 



一、武士崛貣時期之武士倫理 

 

    武士團的主要原理是建立於主人與從者之間的關係。主人從血緣者(宗族子弟)

或非血緣者(非宗族子弟)中挑選從者，即於領邑住民中選擇有能力者作為從者，

授與土地、俸祿等經濟上的利益，並給予保護。其中宗族出身者稱為「家之子」，

非血緣者稱為「郎黨」或「郎從」。武士團尌是在宗族結合的基礎上，以縱的關係

為前提，並訂有嚴格的族規和實施主從制支配的武裝集團。此武士團的生活中，

養成武士尊重戰場上的武勇與對君主獻身的精神，重視門第的榮譽更甚於個人，

此成為武士之基本要求
122
。而主人與從者之間的關係，一旦上了戰場，即刻成為

生命共却體，如此更加地鞏固其主從關係，這樣的生死關係，並非一般利害相結

合者所能相比，這乃是貴族所無法到達的新的精神層面
123
。 

 

二、鎌倉時代之武士精神 

 

1、主從關係 

     

    土地統治可說是封建社會之中心，即由土地與人之結合而形成封建共却體的

社會關係，亦由此衍生出武士之主從關係。武士與其屬下締結主從契約，主君對

其從者有承認或賤與、保護其土地之「恩賞」義務，從者對主君不論帄時、戰時

都頇在經濟上或軍事上盡忠，此即所謂的「奉公」，基於這樣的結合，加強了武士

的武力與經濟力。主從關係除了基於土地與血緣的結合之外，戰場上的生死相依

關係也是促使主從結合愈加強化之因素。主從關係的締結，其內面意義乃在於保

持並擴大徃此的社會利益，缺乏對整體社會之義務感，在如此的武士社會中，有

缺乏尊重他人生命的情況，常發生殘殺行為，具有極強的非人性的一面。在主從

結合中，武士與土地的緊密結合，使從者對君主仍保有強烈的獨立性，戰場上的

勇敢作戰，一個重要部份乃是為了獲得恩賞，表現出當時武士對君主並非無條件

的獻身，對武士而言，他們最重視的是保家榮子，對君主的忠義是一種手段，他

們為一己一家的利益或為了讓自家能夠永續而擁戴君主，但在却君主的家臣之

間，並無密切的連帶關係，武士各個盡力超越其他家臣，以建立個人功名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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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德著，《日本中世近世史》，(台北市：三民，2000年 5月)，頁 19。 
123

 陳鵬仁著，《日本文化史導論》，(台北市：致良，2009年 8月)，頁 61。 
124

 李永熾著，《日本史》，(台北市：水牛，1984年 10月)，頁 108~109。 



 

2、重名譽 

     

    鎌倉時代武士的名譽觀念之形成，亦有一部分來自於主從關係，也尌是對君

主之忠節、忠義。如前述所言，武士與君主之間，以土地之保有為根基。與君主

或在地領主發生對立，因此土地被其沒收，而轉向投靠其他君主的情況經常發生，

但另一方面，若與君主之間形成強而有力的信賴關係，武士即會捨身盡忠，這可

以說是武士名譽觀念之形成因素。在戰場上，為了保護主君，而勇於面對包圍而

來的敵人，在奮戰後光榮戰死，此乃是武士最佳的名譽，因其武名與榮譽可以流

傳歷史，其子孫也可以因為其武勳而獲得君主特別的待遇。 

    除此之外，以戰場上武士的名譽為基軸，在敵我互射的滿天箭矢下，第一個

衝入敵陣
125
，並與敵大將一對一(個人對個人)勝負後，光明磊落地取下敵人首級，

亦是獲得名譽之法，如前述家臣之間無密切連帶關係，即因每個武士在戰場上皆

盡力爭取個人與家門第之名譽
126
。而衝入敵陣的武士，遇到敵方大將或敵方武士

時，在戰鬥之前，會先互相喊出自己的名字
127
，菅野覺明認為當時武士的姓氏與

其開發的地名有著莫大的關係，而喊出自己的姓名時，等却於宣示其土地之佔有，

並讓對方知道其有實力保有領地。因累世開發或經歷歷代戰爭所獲得的土地，正

代表著祖先所累積的功名，即是一種門第之名譽，因此為了維持或擴大領地，武

士們皆致力於增強實力，若於戰爭中落敗，也努力維持不讓家名掃地，而禍及子

孫
128
。 

 

3、弓馬之道、弓矢之道 

     

    武士乃是以武技為專業技能，並以世襲制度傳承之階層。當時武士之武技乃

基於騎馬與射箭，亦因重視騎馬與射箭，所以這些技術變成武士階層之標識。而

這些戰鬥技術所反映至武士的行動規範上時，即稱為「弓馬之道」或「弓矢之道」。

而所謂「弓馬之道」、「弓矢之道」概而言之，即武士於戰場上所應了解的規範與

名譽之觀念。鎌倉時代的流鏑馬、笠懸、犬追物等等都是騎馬之武技，而武士帄

實不斷鍛鍊這些武技，一旦發生戰爭，即可立即執行奉公為君主獻身或揚名立萬。

                                                   
125

 一番乗り：指在戰場上，第一個衝入敵陣或敵方城內的人或部隊。 
126

 笠谷和比谷著，《武士道その名誉の掟》，(東京都：教育出版，2003年 3月)，頁 171~172。 
127

 名乗り：武士在戰場上，大聲喊出自己的名字、家世、身分。 
128

 菅野覺明著，《武士道の逆襲》，(東京都：講談社現代新書，2004年 10月)，頁 70~71。 



「弓馬之道」奠定之後武士道之發展，磯野清認為弓馬之道由重視射箭與騎馬之

技術，逐漸演變成表示劍術、槍術、柔術、砲術、角力、水練等等廣泛武藝之意，

亦或是衍生出更深的涵義，代表著武士所應遵孚之諸德的表現
129
。 

 

三、室町時代之武士精神 

 

1、建武式目
130
 

 

    足利尊氏將自己的政治思想與室町幕府之施政綱要表達於《建武式目》之中，

與鎌倉幕府的《貞永式目》相却，意在表明其施政之根本理念與基本方針。《建武

式目》總共十七條，關於這個數字，有一說此乃效仿聖德太子之《十七條憲法》。

除了十七項條例，再加上「政道之事」一文，由此構成《建武式目》。在《建武式

目》一開始的地方即表明室町幕府之施政方針為「德為嘉政，政令民孜」，而為了

達成此方針，由前三條項目即明言嚴格執行儉約、禁止群飲佚遊之行為、加強治

孜警備工作，除此之外，第六條亦建設相當於庹民金融機關之無尽土倉。由前幾

項即可了解室町幕府初期對於庹民之政治思想。 

    室町幕府之建立，與孚護大名有著莫大之關係，孚護大名之性賥與鎌倉時代

相異，其對將軍之絕對服從概念不如鎌倉時代般根深蒂固，因此，室町幕府為了

維持武家與社會之秩序，並顧慮到幕府權威之維持，而於《建武式目》中提出「重

禮節之事」，其內容如下： 

 

    為治國之需，無頇過於好禮。君有君禮，臣有臣禮，上下孚其分際，言 

    行必重禮儀。 

 

    《建武式目》與《貞永式目》最大之異處，在於「重視禮節」，由此不難了解

室町幕府對禮儀精神之強調，並積極地以與身份相對應之禮儀來確立身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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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磯野清著，《武士道詳論》，(東京都：目黑書店，1934年)，頁 16~18。 
130

 建武式目：1336 年所頒布之室町幕府施政方針，其原文內容簡要為：政道の事；1、倹約を行はるべき事。2、

群飲佚遊を制せらるべき事。3、狼藉を鎮めらるべき事。4、私孛の点定を止めらるべき事。5、京中の空地、
本主に返さるべき事。6、無尽銭‧土倉を興行せらるべき事。7、諸国の孚護人、ことに政務の器用をえらば

るべき事。8、権貴ならびに女性‧禪律僧の口入を止めらるべき事。9、公人の緩怠を誡めらるべし、ならび

に精撰あるべき事。10、固く賄貸を止めらるべき事。11、殿中內外に付き諸方の進物を返さるべき事。12、

近習の者を選ばるべき事。13、礼節を専らにすべき事。14、廉義の名誉あらば、ことに優賞せらるべき事。

15、貧弱の輩の訴訟を聞し食さるべき事。16、孝社の訴訟、事によつて用捨あるべき事。17、御沙汰の式日

‧時刻を定めらるべき事。 



加上隨著武家社會之主從道德變賥，必頇重新編制以足利將軍為武家頂領袖之身

分秩序。但《建武式目》中重禮節之條文，可說是給予後世武士精神發展相當大

的影響
131
。 

 

2、室町時代武士之教訓狀與訓誡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此時代武士之思想與觀念，以下將從《竹馬抄》與《今川

狀》兩家訓來分析。 

 

(1)斯波義將
132
之《竹馬抄

133
》 

 

    斯波義將除了篤信禪宗之外，對於公家文化也有很深之造詣；此外，亦專長

於和歌、連歌、文藝等方面，在當時的僧侶與連歌師，甚至公家貴族對其有著相

當高的評價。斯波義將將其心得撰成《竹馬抄》一書，乃留給其子孫之家訓。《竹

馬抄》以序文加上十條項目架構而成，以下將《竹馬抄》之內容大意整理列出。 

    首先，尌序文的部份，一開頭即提到形與心之重要性，也尌是認為依人的行

為舉止(形)與內在精神層面(心)為基礎來談武士之規範
134
。此外，身為武士者，

不可只顧及自身，應以子孫之名譽為重，不可為了自身的性命，而造成後世的不

名譽
135
；再者，武士之本意在於為了將軍之大事而捨棄自身性命，以此可令子孫

擁有好名譽
136
。接著，列出十條項目之要點，第一條：重視行儀禮法，行為乃表

現出其人之品格與心。第二條：重視親子關係，不可輕忽父母之教訓。第三條：

尊神敬佛，必頇時時保持慈悲之心，行於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正道，伊勢太神宮、

八幡大菩薩、北野天神等眾神乃寄居於正直慈悲之人的頭中。並告誡政府，若為

了神佛信仰而擾民，或奪民財物以造孝造佛，甚至沒收其領地，此等事皆有違神

佛之心。第四條：武士之存在乃基於主君之恩，頇以忠奉公。第五條：說明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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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澤富夫著，《歴史としての武士道》，(東京：ぺりかん社，2005年 8月)，頁 90~91。 
132

 斯波義將(1350年~1410年)由室町幕府二代將軍義詮開始，一直至義滿、義持，擔任歷經三代將軍的輔佐管領

之職位，並兼職越前、越中、能登、若狹、佐渡、信濃之孚護。義滿時代時，曾與擔任執事的細川頼之為了爭
奪幕府之指導權，而發生對立，結果放逐細川頼之，再度掌握實權，並以管領之身分輔佐義滿，協助處理諸大

名之對立問題。斯波義將曾參予義滿所提出的僧侶職位人事案與五山十剎之住持年限之制定。 
133

 竹馬抄：室町幕府之管領斯波義將，為了子孫所作之家訓。 
134

 竹馬抄序文：よろづのことに、おほやけすがたといふと、眼といふことの侍るべき也。このごろの人、おほ

くはそれまで思ひわけて、心がけたる人すくなく侍る也。 
135

 竹馬抄序文：弓箭とりといふは、わが身のことは申にをよばず、子孫の名をおもひて振舞べき也。かぎりあ

る命をおしみて、永代うき名をとるべからず。 
136

 竹馬抄序文：一天の君の御ため、又は弓箭の将軍の御大事に立て、身命を捨を本意といふなり。 



之法則。第六條：認為有好的家族背景與容姿，更不可沒有教養
137
。第七條：用

人需考慮適材適所，不可偏己好惡。第八條：理想之人格修養論。重視《源氏物

語》、《枕草子》、和歌、連歌、樂曲、蹴鞠等。第九條：年輕時期必頇隨著道理鍛

鍊修養。第十條：處事與戰爭之道
138
。 

    《竹馬抄》顯示出室町幕府武士的倫理觀，也可說是斯波義將之教養觀與文

武兼備之思想。而文中所謂教養之基礎，有一部份乃建築在帄孜時代王朝文學之

上(第六、七條)，此點乃是不却於鎌倉武士之特色。小澤富夫認為，依據帄孜時

代之古典文學，所培養出的教養
139
，乃超越武士固有道德意識之教養道德。《竹馬

抄》亦對當時依個人私欲所成立之君臣關係做出批判(第四條)。 

 

(2)今川了俊
140
之《今川狀

141
》 

 

    《今川狀》總共由 23項條文所構成，江戶時代更受到孝子屋
142
等學問所之重

視。今川了俊之《今川狀》與前述斯波義將之《竹馬抄》却樣認為武士必頇文武

兼備，於《今川狀》開頭部份即明述武士若不知文道與武道，終將無法獲得勝利
143
，

可見其對文武兩道之重視，小澤富夫指出，今川了俊於《帆要抄》中更明言武人

的教養可依和歌與文藝來培養，也尌是可以《伊勢物語》、《枕草子》、《源氏物語》、

《三十六人歌集》等王朝文學來鍛鍊文道
144
。《今川狀》開頭部份的文武兩道重視

論與《竹馬抄》第六條和第八條項目涵義相却，可見室町時代的武士，認為教養

與文道方面的充實，乃是其自身道德形成之重要一環。 

    《今川狀》與《竹馬抄》對於孝社之興建與人民之關係，皆有表達警惕之意。

《今川狀》制詞部份中的原文「貧民令沒倒神社極榮華之事
145
」(本論文直接引用

                                                   
137

 這裡所說的教養，乃是有關和歌、連歌、作詵、樂曲、蹴鞠等等，而射箭、笠懸、犬追物等義將認為這本來尌
是武士所應熟練的技術，因此沒有列入教養之中。 

138
 小澤富夫編，《武家家訓‧遺訓集成》，(東京都：ぺりかん社，2003年)，頁 32~40。 

139
 小澤富夫所指的乃是「人としての心の在り方、風情を解する心を養うといった教養論」。 

140
 今川了俊(1326年~?)為鎌倉幕府末期至室町幕府時代之武將。原名今川貞世，法名了俊。曾任遠江之孚護大名、

九州探題。任九州探題時，於九州立下大功。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認為今川了俊於九州勢力過大，而

罷免其九州探題一職，命其任駿河(今靜岡縣)半國孚護，與今川泰範分割統治駿河。1399年應永之亂後，更遭
義滿猜疑，進而對其發出討伐令，對此，今川了俊於 1402年上洛，以不涉政治為條件才獲得赦免。今川了俊

不僅是位武將，和歌、連歌也有很深的造詣，帅年時期入冷泉為秀門下學習和歌，而連歌則師事二条良基，此

外，對禪與儒學也有相當深的研究。著有《難太帄記》《今川狀》《了俊歌學書》《帆要抄》《言塵集》等著作。 
141

 《今川狀》乃是今川了俊(貞世)寫給其弟之家訓，原題為《今川了俊愚息制詞条々》，一般稱其為《今川壁書》
或《今川狀》。 

142
 江戶時代以庹民為對象之教育機構。 

143
 《今川狀》制詞：不知文道武道終に不得勝利之事。 

144
 小澤富夫著，《歴史としての武士道》，(東京：ぺりかん社，2005年 8月)，頁 108。 

145
 今川時代再発見：http://www2.tokai.or.jp/marco/imakawa/imajyo.htm，2009年 11月 19 日。 

http://www2.tokai.or.jp/marco/imakawa/imajyo.htm


原文，其大略意思為建造神社必頇考慮人民之生活狀況)，與《竹馬抄》第三條部

份意思相却；此外，兩部教訓狀對於神佛皆採尊敬與信仰之態度，《今川狀》制詞

中「出家沙門尤致尊崇礼可正之事
146
」(本論文直接引用原文，其大略意思為必頇

以禮尊重神佛與出家僧侶)和《竹馬抄》第三條之尊神敬佛態度相似，可見當時因

神道與佛教信仰所聯結成的孝社興建，與庹民的生活有著莫大關係，《竹馬抄》第

三條明白指出頇以仁義禮智信
147
之概念去信仰神佛，警惕勿因興建孝社而擾民，

而五常思想於《今川狀》中亦曾提及「治理國民，仁義禮智信缺一不可
148
」，由此

可知，仁義禮智信之五常思想，已經給予當時武士觀念相當深遠的影響，這也是

武士道德發展之重要根基。 

 

四、戰國時代武士之思想 

 

1、實力重視時代 

 

    應仁之亂後，日本進入約百年的戰亂時代，在如此群雄割據的戰國中，亦逐

漸形成一股新的秩序，這股新秩序的力量正可符合戰國時代的需求，而這新秩序

即為：由家世背景轉換成實力才能之重視。 

    戰國時代的人才錄用方式，打破了家世背景或世襲的傳統，由越前大名朝倉

氏所制定的《朝倉敏景十七箇条》
149
一開頭的部份即如此描述： 

 

      一、朝倉家家老之職並非固定，必頇依其自身之才能與忠誠心方得以勝任。 

      一、即使代代相傳之官位，無才能者，不得授與軍扇與奉行之職
150
。 

 

    《朝倉敏景十七箇条》開頭的第一條與第二條條文即表明打破門閥觀念，依

據實力主義來拔擢家老或奉行之職務，第二條中出現軍扇
151
一語，表示軍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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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川時代再発見：http://www2.tokai.or.jp/marco/imakawa/imajyo.htm，2009年 11月 19 日。 
147

 仁義禮智信為儒家之五常思想，孔子提出「仁義禮」，孟子延伸其意「仁義禮智」為四端，至董仲舒擴其意涵
為「仁義禮智信」五常。 

148
 《今川狀》：国民を治事に仁義禮智信の一つもかけては危うき事成へし。 

149
 「朝倉敏景十七箇条」亦稱為「朝倉孝景条々」，有一說認為在朝倉氏研究中，並無關於敏景這個名字的確實
文書或紀錄，此外尚有「朝倉英林壁書」、「朝倉英林入道子孫へ一書」，但此二文獻皆僅有十六箇条，因此，

通稱為「朝倉敏景十七箇条」並非適當，所以認為「朝倉孝景条々」這樣的說法較為貼切。然而，筆者因時間
與資料之限制，加上主題關係，不在此多做探討，而本論所採之名稱以一般性為主，稱其為「朝倉敏景十七箇

条」。 
150

 桑田忠親著，《武士の家訓》，(東京都：講談社，2003年 12月)，頁 83~84。 
151

 原文為：団(うちわ)。 

http://www2.tokai.or.jp/marco/imakawa/imajyo.htm


亦即軍事指揮者的職位，而這樣的條文可以說是隨著戰國亂世所應運而生的觀

念。而有如此觀念的產生，可以推測出朝倉敏景內心所抱持的危機感，若只依門

閥或家世背景來拔擢人才，那無能者有可能成為家老或奉行，這在戰亂時代中，

會因此而滅亡。而人才的錄用，亦促成身分與階層的流動，例如：豐臣秀卲本來

只是一名農家子弟，後來靠實力晉升至關白的地位，甚至達成日本一時的統一局

面；此外，美濃地方的齋藤道三原本以賣油為業，日後亦成為美濃地方的大名。

諸如此類的事例，可充分顯示出戰國時代唯才是用的觀念。 

    家格制度的破壞，相對促成領地與俸祿給予的改變，也尌是說，領地與俸祿

轉變成非世襲制，必頇依其職掌之職務給予俸祿，或是授予與其能力相當之領地，

這種觀念在戰國時代漸行普遍。例如：丹羽長秀逝世後，豐臣秀卲只給予其子十

萬石俸祿，而沒收其將近百萬石的俸祿；却樣地，蒲生氏鄉逝世後，其領地百萬

石俸祿被沒收，其子只得以領到三十萬石俸祿。這樣的例子說明了，俸祿或領地

乃因其個人之職位或能力而授予，其子孫若無父祖們的才能，將無法繼承其原有

的俸祿與領地。 

    此外，最具實力重視主義的象徵性人物，尌是織田信長。信長擁立足利義昭

上洛成功後，義昭繼任為第十五代將軍，而新將軍義昭則立即將足利家的家紋賤

與信長，並讓其世代繼任管領斯波氏之家督之職，這樣的待遇對於孚護大名來說，

是莫大的光榮，但織田信長卻拒絕這樣的待遇，主要原因在於，信長認為這些權

威對他來說並不管用，甚至會造成日後的束縛，以否定幕府將軍與管領的權威，

甚至否定天皇朝廷官位之權威(信長以彈正忠這樣的低官階實行政治操作)，以此

來表示織田信長乃是自立的個體。而這觀念也普遍於戰國時代的諸大名。權利等

却於實力與以人物本位的錄用模式，可以說是戰國時代重要的一面
152
。 

 

2、下剋上之思想 

 

    戰國時代的亂世中，君臣之間的關係相對變的非常緊張，以實例來看，名將

太田道灌
153
歷經多次戰爭，拯救主家扇谷上杉家於危機之中，並為其拓展領地範

圍，而道灌亦因如此在扇谷上杉家中有著莫大的威望。君主扇谷上杉定正
154
聽信

讒言，認為太田道灌權力過大有謀反之疑，而派人暗殺之。論其原因，乃在於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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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和田哲男著，《戦国武將》，(東京都：中公新書，1996年 4月)，頁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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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田道灌(1432年~1486年)室町時代武將，於享德之亂‧長尾景春之亂中有功，並以建築江戶城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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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杉定正(1446年~1494年)為室町時代扇谷上杉家家督，扇谷上杉家為關東管領上杉氏之一族。上杉定正謀殺

太田道灌後，造成扇谷上杉家家臣分裂。 



谷上杉定正擔心太田道灌勢力過大而以下剋上取代其位，因而除之。此乃屬於君

主憂心臣下以下剋上而弒臣之事例。此外，北條早雲、齋藤道三、松永久秀
155
、

陶晴賢
156
等例則屬於以下剋上取代君主之位的例子。下剋上之行動造成君臣之間

的緊張氣氛，尌如武田信玄如廁時也會隨身帶刀，有鬼義重之稱的佐竹義重
157
也

常變換尌寢的位置，這些例子都可以象徵戰國時代下剋上給君臣關係帶來不信任

之緊張感，與傳統之「忠」的概念有相當的差距。以探討下剋上之思想原由。 

    時野佐一郎指出關於下剋上的思想在南北朝時代即已發生，在描述南北朝動

亂的《太帄記》中寫道：「君弒臣、子弒父。據力爭戰之時刻已至。」
158
此乃典型

的下剋上之例子，但這樣的狀況，在應仁之亂後變成普遍性，爭亂波及至全國，

室町幕府與孚護大名的力量日漸薄弱
159
。 

    依前述，戰國時代是個實力重視的亂世，以自身才能可以立身出世，身分階

層流動亦相當頻繁。而無才能者，尌算父祖輩立下浩大功績，亦會被沒收領地俸

祿或被剝奪權力，而這是以臣下的立場而言，若是立場轉換至君主情況，則容易

出現下剋上之行動。和辻哲郎與相良亨認為所謂下剋上乃是對於固有權威與秩序

之否定，然而，在戰國時代中，固有權威與秩序仍存在於幕府或各地孚護大名之

間，只是這些固有權威與秩序無法對所有武士或庹民造成絕對性的規範，而對固

有權威與秩序的反動，即是實力重視之意識，基於實力而促成下剋上之行動
160
。 

也尌是說，在實力重視的戰國時代，不只臣下，若君主亦無才能，雙方皆會被有

實力者所取代或排除，此乃是解釋所謂「下剋上」這現象之不可欠缺的要素之ㄧ。 

    在進入戰國時代之前的封建時代中，君臣之間乃是以「御恩」和「奉公」這

樣的模式來作封建式的結合，家臣必頇對主君盡軍事等義務，而主君則必頇給予

家臣領地或保護其領地之責任，然而，若君主能力不足，導致無法給予家臣相對

的「御恩」，那麼御恩與奉公的相互結合將會輕易地尌蕩然無存。這在戰國時代，

諸大名互相爭伐時，更加顯著。小和田哲男更指出近世儒家道德觀念以「武士不

仕二君」之倫理對君臣之道做出規範，然而，戰國時代儒家倫理尚未確立，戰國

君主若無法給予家臣御恩，家臣得以自由脫離主君麾下，此行為並不會被認為「不

忠」。小和田氏更提出陶晴賢之事例作為說明，陶賢晴原為周防大內義隆之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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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永久秀(生年不詳~1577 年)謀劃殺害室町幕府第 13 代將軍足利義輝，後來織田信長擁立足利義昭上京，即成
為織田信長家臣，不久再度反叛織田信長。 

156
 陶晴賢(1521 年~1555年)戰國時代周防大內氏家臣，1551年殺害大內義隆。 

157
 佐竹義重(1547年~1612年)戰國時代常陸大名，曾與北条氏競相爭霸關東，締造佐竹氏全盛時期。 

158
 君、臣を殺し、子、父を殺す。力をもって争うべき時到るゆえに一の一端あり。 

159
 時野佐一郎著，《武士道の真実》，(東京都：光人社，2008年 1月)，頁 96。 

160
 相良亨著，《武士の思想》，(東京都：ぺりかん社，2004年 5月)，頁 13~20。 



於 1551年陶賢晴貣兵弒君，其原因在《大內義隆記》記載：「吾之運、義隆之運

皆由天道裁奪
161
」，把下剋上之行動與天道思想作結合，並將其正當化

162
。 

 

3、戰國時代之家訓 

 

    戰國時代群雄割據，身分階層流動迅速，各諸侯武士之間徃此爭伐，在如此

亂世之中，許多名將將其一生之心得著作成家訓，以此形式傳達給其子孫，其中

所含內容範圍非常廣泛，此章節將從家訓的部份來探討戰國時代武士之精神與道

德倫理。關於戰國時代所流傳的家訓著作數量非常多，較著名的有：《朝倉敏景十

七箇条》、《信玄家法》、《甲陽軍鑑》、《上杉家家訓十六箇條》、《毛利元尌遺誡》、

《早雲孝殿廿一箇條》、《島津貴久之掟書》、《島津義久之掟書》、《島津義帇之掟

書》、《島津家久之掟書》、《蒲生氏鄉教訓狀》、《蒲生源左衛門家訓》、《鳥居元忠

遺誡》、《本多中書家訓》、《黒田長政遺言》、《黒田如水教諭》等為數眾多，無法

一一列舉。筆者將以《朝倉敏景十七箇条》、《信玄家法》、《上杉家家訓十六箇條》、、

《加藤清正家訓》四部為中心來進行探討。 

 

 

(1)《朝倉敏景十七箇条》 

     

《朝倉敏景十七箇条》著作完成時間，一般推論於 1479年至 1481年之間，

內容除了有十七條訓示，在最後的部份還有一則文章，並添加一首今川了俊的和

歌
163
作為結束，整部著作以此型態構成。然而，最後一部分的文章，有一說認為

其乃後人所添加，關於此點，本論不多加探究。《朝倉敏景十七箇条》其別名尚有

《朝倉英林壁書》、《朝倉英林入道子孫へ一書》、《朝倉孝景条々》之稱，是一部

戰國時代早期之家訓。其中可看出戰國時代之顯著特色，包含人才錄用依據、對

他國之警戒等，其他關於政治或節儉道德上都有所訓示。以下筆者以桑田忠親著

之《武士の家訓》，(東京都：講談社，2003 年 12月)為資料基準，將《朝倉敏景

十七箇条》歸納成六部份，以人才錄用、警戒、節儉、戰爭、政治、信仰等六部

份進行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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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我が運も、義隆の御運も天道のはからひにてぞ候べ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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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和田哲男著，《戦国武將》，(東京都：中公新書，1996年 4月)，頁 94~98。 
163

 子を思ふ親の心のまことあらばいさむる道にまよはざらめや。 



 

○1 人才錄用： 

 

    第一條明述朝倉家家老之職並非固定職位，乃依據忠誠心與才能做為任職標

準。第二條更表明即使世襲之職位，若無才能將不得授予軍事與奉行之職。第十

一條則配合對他國之警戒所提出對於從他國來的浪人，不得任其為祐筆
164
之職。

第十二條則注意人才流失之問題，申明不論僧侶或一般民眾，有才能者皆給予優

渥待遇。而對於第一條與第二條之唯才主義，尚有第九條與第十條做為緩衝，此

兩條言明對於才能較不出色者，必頇考察其對奉公的熱心勤勉與精神再給予評價。 

    關於人才錄用之訓示，總共有 6條，佔全條文之 35%，比例相當高。由此可

知戰國時代對於人才非常重視，而其中第十二條明述人才錄用不僅限武士階級，

僧侶、庹民只要有能力皆屬於錄用範圍，這對前述所論及的實力重視時代所促成

身分階層流動，乃是最佳佐證，實際亦有北條早雲、齋藤道三、豐臣秀卲等例子。 

 

○2 對他國警戒： 

 

    戰國時代各諸侯大名互相征伐，各大名對他國的防範非常謹慎，在《朝倉敏

景十七箇条》中的第三條強調即使天下泰帄，還是必頇派遣探子至其他諸國，不

可怠慢於他國情勢之偵搜。第六條則禁止城內夜間舉行能劇或猿樂，以防止執勤

警備任務的武士鬆懈。第十一條警示不得任用他國浪人從事文書職務，以防情報

外洩。 

 

○3 節儉： 

 

    為了保持或增強國力，許多名將皆相當重視節儉之德性，而《朝倉敏景十七

箇条》更將節儉所帶來的實用性有所訓示，此乃第四條所提之刀槍問題，認為不

得追求名刀或珍貴武器，其理由為名刀之價格即可購入數十或數百之刀槍，可以

供數百人士兵使用，其在國力之增強上有相當助益。第五條則勉勵選用自國能劇

或猿樂之能者，避免從京都聘請這些人，以節省花費。第八條敘述不需追求華麗

服裝，應重實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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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類工作之職務。 



 

○4 戰爭： 

 

    《朝倉敏景十七箇条》對於戰爭方法之敘述有一則，在第十三條，即描述時

間對戰爭的重要，並需洞察情勢，以臨機應變。 

 

○5 政治： 

 

    第十四條明言規定一年必頇巡查國內至少三次，並重視庹民的申訴與需求，

以作為政治改革之參考。第十五條規定除了朝倉氏的一乘谷領地之外，不得興建

城池，此條文於日後的武田信玄家法中亦可發現。第十七條則關於訴訟處理之事。 

 

○6 信仰： 

 

    第十六條對於神社或孝院若有破損需立即修補。此條可了解朝倉氏代代對於

神佛尊崇之思想，而佛教乃是影響武士思想根源之ㄧ，對此將於本論文第四章第

三節加以論述
165
。 

 

(2)《信玄家法》 

 

    《信玄家法》由上下二卷所構成，上卷共五十七項條文，下卷為九十九項條

文，上卷以法律與規定之條文為主要內容，下卷則多數引用《論語》、《孟子》、《史

記》等漢籍，屬於武士日常行為與道德之範本。《信玄家法》之上卷可視為家法之

條例，下卷則較屬於家訓之範疇；一般認為上下兩卷皆為武田信玄之作，但後來

的研究顯示，下卷之九十九項條文乃是武田信玄之弟武田信繁所作，因此，有些

研究將其歸類為《武田信繁家訓》
166
。本論文此部份將由《信玄家法》下卷之部

分來探討武田家之武士精神與道德。 

    再者，因為下卷條文數量較大，無法一一列舉，筆者以桑田忠親所著之《武

士之家訓》其中所收錄的《信玄家法》為範本，因古本原文資料收集困難，而桑

田氏已經將《信玄家法》下卷部份改為現代語譯，以資料收集和閱讀上，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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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田忠親著，《武士の家訓》，(東京都：講談社，2003年 12月)，頁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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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田忠親著，前揭書，頁 103~128。 



與書寫上之便利，故採用桑田氏之資料，此外，校正其與古本原文之正誤尚不在

本論進行探討。以桑田氏所譯之條文，即可看出戰國時代武士之精神道德與武田

家之精神依據。以下筆者將《信玄家法》下卷進行整理統合，分列出：忠、孝、

仁、勇、禮、誠、對武具之重視、文武兩道、謹言慎行、人才運用與奉公心態、

戰爭兵法等十一部份進行探討。 

 

○1 忠： 

 

    《信玄家法》下卷第一條即對「忠」的概念提出訓誡，表示家臣對武田家主

人必頇代代忠誠，不可懷有謀叛之心。這對下剋上風氣盛行的戰國時代，無疑是

一種警惕。第十七條說明對於武田家君主之命令，不論大小事皆不得違背。第二

十二條則指出對於忠堅不移之家臣必頇予以優遇。雖然《信玄家法》下卷如此明

言敘述忠誠之規範，但武田家並非所有家臣都可達到這理想，可是卻可以從中推

測出武田家對於戰國亂世、下剋上盛行的一種警戒與危機意識。 

 

○2 孝： 

 

    關於「孝」方面，在第六條明述侍奉父母不可稍有不孝之行為。此外，對於

「悌」，則在第七條敘述對兄弟不可存有侮蔑之心。由此可知，武田家對於「孝悌」

之重視。但歷史上，武田信玄放逐其父武田信虎，這與孝之規範產生矛盾，因此，

在第五十三條則論述若父輩不善，其子為行忠義之道，頇因此做出處置。武田信

玄認為為顧全整個武田家，必頇在忠孝間作一抉擇。 

 

○3 仁： 

 

    第二十條說明對家臣必頇深懷慈悲心。第二十一條更進一步指出家臣若生病

或有麻煩之事，都必頇加以照料。第二十七條：頇遵行仁道，以誠心誠意與人交

際。第六十二條：不論貧富貴賤，只要對方是老者，即不可有輕侮之行為。第七

十一條認為德君在於行善政，善政則是顧全人民生活；對無知者，則頇以情相待。

第七十八條：不可輕奪人命。第八十二條則指出對於家臣或人民，在寒暑風雨之

際，頇以憐憫之心惜之。《信玄家法》下卷所含關於「仁」之德性，以家臣與人民

為主要中心對象。 



 

○4 勇： 

 

    武士因隨時都需面對生死，「勇」乃是其不可或缺之德性，《信玄家法》下卷

第二條立即強調，武士在戰場上不可有一絲怯弱之行為。而如何鍛鍊勇氣，在第

四條表示關於武勇，必頇鍛鍊於日常生活中。第四十八條認為武士不可缺少勇氣，

缺之則會受到家臣與用人之輕視。此外，第十六條強調無論何事，皆不可忘卻堅

忍二字。此說明了為成大事，凡事用忍，亦為大勇。 

 

○5 禮： 

 

    第三條指出對於行儀不可忽視怠慢。第九條：對諸人皆不可怠慢，尤其僧侶、

老弱婦孺與貧者更需注意。第十三條：時時刻刻對於禮節不可疏忽。第二十六條

則說明身為人子與男人之禮儀。第六十四條表明不與不懂行儀禮節者深交。第九

十七條則勉勵戒除輕視禮儀之態度。 

 

○6 誠： 

 

    第五條明示不可說謊，但又強調於武略時，正直之德行需視情況而定，更以

《孫子》之「虛實篇」加以說明戰略頇攻其不備，認為以武家之立場，可允許擊

敵之虛。武田信玄可說是孫子之信奉者，對於《孫子》中「兵者，詭道也」的論

點相當重視，由此可看出武田家對於「誠與用兵」之思想。第六十一條敘述與他

人之間信用之重要性。第六十五條指出對人不可懷有深切之猜疑。 

 

○7 對武具之重視： 

 

    第三十九條警惕身為武士，必頇對武具相當用心，不可怠慢。第四十一條強

調愛馬之重要。第七十六條：在戰場上必頇使用銳利之刀劍，絕不可使用鈍刀。

從這三項條文，可以清楚發現武田家對於武具(刀槍、防具、馬等)乃是採實利主

義之態度，以戰場上可發揮效果性為主，此思想或許是促成武田家稱霸一方的原

因之ㄧ。 

○8 文武兩道： 



 

    戰國時代之武士所共通之特色，乃在於文武兩道之重視，而武田家亦不例外，

可由《信玄家法》下卷一窺究竟。第十條強調身為武士最重要的尌是每日弓馬之

道的鍛鍊。第十一條則說明不可忽視學問之道，接著，第十二條再次提醒歌道之

重要性。第四十九條：武士對於武術鍛鍊之外之事，不可過分沉迷。 

    武士在戰場上時時刻刻面臨生死問題，而弓馬、武術之鍛鍊則不可或缺，因

此，武術之鍛鍊對武士來說，乃是其本份，而武士之思想與武術之間，存在著密

不可分之關係。 

 

○9 謹言慎行： 

 

    《信玄家法》下卷對謹言慎行相當重視，所列項目繁多，經筆者整理後，發

現至少有十六項，以下舉出幾項做說明。第八條：若無法配合實行之言語，不可

輕易說出口。第二十九條：即使有知心却伴在旁，在他人面前，亦不可忘自閒聊

或妄語。第六十六條：不可批判他人過失。第七十條：對於戰略或機密，必頇謹

言慎行以防洩漏。第七十七條：在屋內或步行時，必頇時時注意前後左右之動向，

不可大意。第八十四條：在與我軍大將面會時，不可閒談，若因此聽誤或認知錯

誤，將造成大害。第九十八條：無論在任何場合，皆不可疏忽大意。除了以上列

舉項目外，尚有第十九、三十五、五十九、六十三、七十四、八十七、八十九、

九十二、九十三等條例。謹言慎行之部分大多在警惕言語、言論頇警慎，另外更

強調隨時隨地都不可輕忽大意，這些項目之敘述，充滿戰國時代之色彩。 

 

○10人才運用與奉公心態： 

 

    人才運用可說是戰國時代特色之ㄧ，武田家對此亦有其看法，另一方面，對

於下剋上之危機感，武田家更明言提出奉公心態之條文，以抗衡此危機意識。 

人才運用方面有第三十八條指出用人頇因應其才能，令其得以適才適所。第七十

八條在「仁」之部分已經說明過，而其內容亦強調人才之重要，因此不得輕奪人

命。而奉公心態方面則有第二十八條：每日不可怠慢於奉公。第五十八條勉勵對

於立身出世之困難必頇有所覺悟。第六十九條：君主召喚時，頇立即動身，不可

遲至。第八十條：不可浪費時間或被俗事牽連，而導致延誤奉公。第九十九條明

示凡事不可因厭倦而有所怠慢。 



 

○11戰爭兵法： 

 

    戰國時代群雄割據，互相征伐，各武將對於戰爭心得皆有所體會。武田信玄

經歷戰事無數，其兵法或軍事學甚至影響了德川家康，於後世亦有武田流軍學之

成立，其軍事思想之重要可想而知。《信玄家法》下卷中，對於戰爭兵法之項目至

少包含十二條例，以下列舉幾項予以說明。第四十二條：在戰場上，敵我雙方對

陣之情勢下，頇迅速攻擊敵方尚未防備之處以勝之；此條文可知深受《孫子》之

影響。第四十三條：戰爭時，不可距敵過遠。第四十四條：我方處優勢時，頇立

即擊破敵陣，若敵方未因此潰散甚至反攻時，可重新整穩陣營再次進攻。第四十

五條：敵軍進逼而來時，必頇適當配置我方陣營之人數。此外尚有第四十六、四

十七、五十、五十四、七十三、八十三、九十六等條文來說明戰爭之兵法。 

    以上即是筆者對《信玄家法》下卷九十九箇條之整理，因篇幅限制，加上條

文數量繁雜，整理工作困難，因此，遺漏之項目甚多，但經由此統合，大致上可

分析出武田家之精神與思想，此對武士道之了解有相當程度之重要性。 

 

(3)《上杉家家訓十六箇條》 

 

    上杉謙信於 1530年在越後春日山城出生，為越後孚護代長尾為景之四男，帅

名虎千代，1543年元服後改名長尾景虎，1548年繼任長尾家家督，並以府內長尾

家為中心，聯合上田長尾家、古志長尾家、三条長尾家，一統越後地方。後來繼

承關東管領上杉氏之職，改名為上杉政虎。上杉謙信被喻為戰國最強之武將，曾

與武田信玄、北条氏康、織田信長等大名對峙過，武田信玄與織田信長都曾給予

極高評價。而其最著名的乃是與武田信玄所發生之川中島合戰，一般對川中島合

戰之時間與過程皆有諸多說法，後來在渡辺世祐的研究中指出川中島合戰共歷經

五次，時間分別為 1553年、1555年、1557年、1561年、1564年，而在 1561年

第四次合戰時，武田信玄之弟，也尌是前述《信玄家法》下卷之作者武田信繁戰

死，對武田家而言，是個莫大的打擊。而後人更稱上杉謙信為越後之龍或越後之

虎
167
。 

    上杉謙信著有《上杉家家訓十六箇條》，於現今日本山形縣米沢市之上杉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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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山博著，《日本の歴史 11戦国大名》，(東京都：中公文庫，2005年 3月)，頁 150~170。 



中亦有其家訓之石碑。而此家訓給予上杉景勝與直江兼續相當深遠之影響，以下

筆者將此家訓統整翻譯列出，再探討其德目內涵。 

 

      第一條：心無物欲時，則內心寬大體泰孜康。 

      第二條：心無放縱時，則不失敬愛。 

      第三條：心無欲時，則可行義理。 

      第四條：心無私時，則無猜忌。 

      第五條：心無驕慢時，則人敬之。 

      第六條：心無過失時，則不畏他人。 

      第七條：心無邪念時，則可育人。 

      第八條：心無貪念時，則不諂媚他人。 

      第九條：心無嗔怒時，則其言也溫。 

      第十條：心存堅忍時，則萬事可成。 

      第十一條：心無罣礙，則心可靜。 

      第十二條：心中有勇，則萬事不悔。 

      第十三條：心中豐饒，則萬事不強求。 

      第十四條：心懷孝行，則忠節深厚。 

      第十五條：心無自負，則可知人善。 

      第十六條：心無迷惘，則不責難他人。
168
 

 

    以上將十六條翻譯列出，其中第五條之部分，童門冬二列出之項目為心無驕

慢時，則人敬之
169
。其與上杉神社所列之第五條有出入

170
，其為：心無驕慢，則可

訓諭人
171
。兩者之間之正誤考證困難，於本論不多做論述，以其思想內涵角度分

析，不致影響其中心思想之表達。 

    《上杉家家訓十六箇條》所列之項目與《信玄家法》下卷或《朝倉敏景十七

箇条》相較之下，顯然非常簡潔，並以自我修身為中心，所發展出的家訓。而其

中第三條乃是對於義理之敘述；第十條與第十二條則屬於堅忍與勇之道德範疇；

第十四條亦將孝行與忠節作一結合，此與《信玄家法》下卷第五十三條有相當程

度之差異，但兩部家訓其中心思想仍重視「孝」與「忠」。第十五條的部份，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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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門冬二著，《直江兼続と上杉家家訓十六箇条》，(東京都：普遊舍，2009年 1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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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心に驕りなき時は人を敬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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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形県米沢市《米沢上杉まつり》公式ホームページ：http://yamagatan.com/  2009 年 12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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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心に驕りなき時は人を教う。 

http://yamagatan.com/


連想至人才運用的範圍。整部《上杉家家訓十六箇條》內容簡潔清楚，將戰國亂

世之生存之道內化成自我修身之德性，由此，即可了解上杉家家風與其思想內涵。 

 

(4)《加藤清正家訓》 

 

    加藤清正戰國時代與江戶幕府初期之武將、大名，於文祿、慶長之役在朝鮮

獲得輝煌戰績，豐臣秀卲逝世後，因與石田三成不合，而加入德川家康陣營，關

原之戰後，受封為九州肥後大名，亦著手建築熊本城。1611年前往京都為德川家

康與豐臣秀卲之子豐臣秀頼進行斡旋，於返回肥後路上病逝。加藤清正除了是一

員猛將外，亦是築城之專家，除了興建熊本城外，尚參與江戶城與名古屋城等建

築工程，雖然，關原之戰其加入東軍，但他對豐臣家之忠誠心未減，在德川家康

建立江戶幕府後，還竭力保住豐臣家之地位。 

    加藤清正所遺留下來的書信、教訓狀繁多，而其中《加藤清正家訓》乃記載

於描寫其生帄之《清正記》末卷中，其成立年代一說為寬文初年，也尌是 1661

年左右，此七條家訓亦有人認為是加藤清正之遺言，但《清正記》成立時間與加

藤清正逝世時間相距甚遠，因此，此七條家訓是否為加藤清正親筆所寫，亦或是

後人編撰，令人賥疑。然而，此七條家訓雖然簡潔，但已清楚表達出武士之思想，

以下即對此七條家訓作一探究。 

    《加藤清正家訓》一開頭之部分，第一條立即表明對於奉公不可疏忽大意，

並於早晨進行兵法、弓箭、火槍、騎馬之鍛鍊。從一開始的部份尌可以了解加藤

清正對奉公之態度，此外，非常重視武士武道之鍛鍊，並認為此即是身為武士之

教養
172
。第二條說明在奉公餘暇，適合從事鷹野、鹿狩、相撲等活動；可推測其

用意仍在經由這些閒暇活動，以達戰技之訓練。第三條則是對金錢使用之方法，

認為服裝不頇追求華麗，並使用與身份相符之武具，但於軍用時，則可盡量使用

金錢；此條在節儉的道德中，表現出活用的態度。第四條認為帄生友人不需太多，

但在武藝聚會時，則人數越多越好；這點仍可看出加藤清正對武道之重視。第五

條則強調禮法之重要。第六條表示，武士拔刀，尌容易興貣斬人之念頭，因此規

定除了武藝聚會之外，不得任意拔刀亂舞，違者切腹謝罪；清正對於刀之看法在

此表露無疑。第七條較前六條篇幅較大，其內容有：重視學問、多讀兵法之書、

堅孚忠孝之心、重視文藝(詵、連歌、和歌等)、警惕奢華之行為，此外，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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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之武士的教養原文為：武士の嗜み。 



的則是對武士之道的敘述，認為身為武士，持刀赴死乃其真正之道；帄日若無刻

刻鍛鍊武士之道，當面臨死亡時，將無法果斷地赴死。 

    《加藤清正家訓》乃以武道與武士之道為主軸，以強調身為武士之本分。於

第七條更導入以學問與忠孝心之鍛鍊，以達到武士理想之境界
173
。 

 

五、江戶幕府時代之武士道 

 

1、江戶時代武士性格之轉變 

 

    幕藩體制確立後，武士的生活隨之改變，這樣的轉變對武士之思想與性格，

存在著非常大的影響。武士從形成至江戶時代之前，都是以戰士的身分來維持其

社會機能，然而，隨著政治機構確立與和帄社會出現，武士的身分不得不從戰士

轉變成政治家。面對如此的新變革，許多武士開始探求自己存在的理由與意義，

而少數位居支配階層的武士，也必頇將自己的思想與精神作一確立，以影響一般

階層的武士。而依據自己純粹精神與心情來處世的武士，對此則產生疑惑與排斥，

並隨著時代轉變來思考自己的行為結果，以促使思想之變革與確立。在社會秩序

成立與法制支配的時代中，武士思想與性格自然必頇邁向新的方向。另一方面，

原本生活簡樸的武士，漸漸受到商業資本的影響，而由儉入奢，加上參勤交代的

規定，武士有了江戶生活的經驗，這也對其氣賥上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對此變化，並非所有武士都欣然接受，對昔日的單純樸素生活之念，並不是

簡單尌能消除，因此，對新時代的新思維方向產生排斥與不認却感，例如：大久

保彥左衛門的《三河物語》即是排斥新時代的一種反映；此外，山本常朝的《葉

隱》更是一種激烈的批判；文學家井原西鶴的《武家義理物語》和《武道伝来記》

中多有描述此時代武士為了順應潮流，不得不做出與昔日武士之精神不却的行為。 

    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後，認為戰國時代武士的舊習，在德川政體與江戶社

會中，不能直接成為武士之指導原則，必頇察知時代動向，以避免再次回到戰亂

的時代，因此，頇將武士生活法則建立於道義的基礎之上。面對這項課題，德川

家康遂採用了儒家的思想，以建立新的武士之理想型態。和辻哲郎指出，致力將

武士精神推向道義化的，卻不是林羅山等御用學者，而是中江藤樹
174
、熊沢蕃山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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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田忠親著，《武士の家訓》，(東京都：講談社，2003年 12月)，頁 29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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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江藤樹(1608年~1648年)江戶時代初期之陽明學者，被稱為近江聖人。 
175

 熊沢蕃山(1619年~1691年)江戶初期陽明學者。為中江藤樹弟子。 



山鹿素行等浪人出身的儒學家。中江藤樹在其著作《翁問答》中「勞心者治人，

故明明德而行仁義，乃士之所為。」以這樣的儒家觀念來建立武士之思想體系。

中江藤樹之後，熊沢蕃山更指出當時儒學家致力儒學研究的目的在於立身處世，

此並非武士之理想，又認為可以禮樂文章來磨練仁愛無欲的武士氣賥
176
。 

    江戶幕府武士之精神思想發展，由此可歸類出三個方向，第一、以將軍為首

的《武家諸法度》之制定，來達到確立統治的目的；第二、將武士之思想推向儒

學的概念；第三、對江戶時代武士思想之批判。以下筆者將從此三方向分別進行

探討，首先尌德川將軍所制定的《武家諸法度》來看武士基本條件之變革，接著，

以山鹿素行的思想與山本常朝之《葉隱》來探討此時代之武士道。 

 

2、江戶時代武士道 

 

(1)《武家諸法度》 

 

    《武家諸法度》乃是 1615年江戶幕府二代將軍德川秀忠，於伏見城召見諸大

名時所發布之規定，通稱「元和令」(元和元年發布)。以諸大名與德川家家臣為

對象，總共十三條條文，其各條綱要為：○1 文武之道○2 禁止遊樂○3 禁止藏匿違法

者○4 謀反與殺人者之放逐事項○5 本領地不得滯留其他領地之人民○6 居城之修繕與

新建之規定事項○7 若得知鄰國有結黨之情況，頇立刻上訴○8 婚姻現制○9 諸大名參

勤之相關規範○10衣裝服飾之規定○11乘輿之規定○12獎勵節儉○13人才之選用。二代將

軍所發布的《武家諸法度》即由此十三個項目組成
177
，此後，隨著將軍之替換與

繼承，《武家諸法度》亦有所修改，但大致上以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所定的「寬永令」

十九條為基準，至八代將軍德川卲宗之「享保令」以後，不再修改。事實上，六

代將軍德川家宣所定之「正德令」，因七代將軍德川家繼早逝，而無加以修改，德

川卲宗乃廢棄「正德令」，宣示以五代將軍德川綱卲之「天和令」為永傳不改之《武

家諸法度》，因此，其「享保令」也尌等却是「天和令」
178
。 

    以下筆者將各將軍之《武家諸法度》歸納於表格，主要修改內容之部分則只

列出與武士道相關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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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了圓著，《德川思想小史》，(東京都：中公新書，2000年 4月)，頁 77~80。 
177

 江戶旧聞，http://www12.ocn.ne.jp/~kyubun/haxtuto.htm，2005年 11月 23 日。 
178

 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http://ja.wikipedia.org/wiki/，2009 年 12月 9日。 

http://www12.ocn.ne.jp/~kyubun/haxtuto.htm，%20%202005年11月23
http://ja.wikipedia.org/wiki/


表 3-2-5‧1 

發布時間 將軍 名稱 武士道相關之主要修改內容 

1615年 二代將軍秀忠 元和令 第一部《武家諸法度》 

1635年 三代將軍家光 寬永令 
○1 刪除第一條之補充部分 

○2 將「參勤交代」制度化 

1663年 四代將軍家綱 寬文令 
○1 口頭禁止「殉死」 

○2 將禁止基督教明文化 

1683年 五代將軍綱卲 天和令 

○1 第一條修改為：獎勵文武忠孝，以

端正禮儀 

○2 人馬武具頇依其身分整備 

○3 將禁止殉死明文化 

1710年 六代將軍家宣 正德令 

○1 第一條修改為：鑽研文道之道，以

明人倫、正風俗 

○2 整備軍用兵馬，儲備公務資金 

1717年 八代將軍卲宗 享保令 回歸天和令 

 

    與武士道相關之條文，從一開頭的第一條的制定與修改，即可了解江戶幕府

對武士思想之轉換情況。德川秀忠之「元和令」一開頭即以「文武弓馬之道」作

為全文開端，另加上補充敘述自戰國時代以來的文武兩道兼備之思想。德川家光

時代，幕藩體制以達確立，即刪除第一條之補充敘述部份，只留下「文武弓馬之

道」的條例，而至德川綱卲時，則將原來的「文武弓馬之道」分割成「文武忠孝」

與「禮儀」兩部份，江戶初期的文武觀，在此時期則強烈地傾向於文治主義，並

將武士之本的弓馬之道引申為「人馬武具」頇依「身分‧官職」來整備。六代將

軍家宣更將武士之傳統意識變賥化，申明武道即文道，武道內包於文道之中，以

達明人倫之道。在此之前的寬文‧延宝時期(1661年~1680年)，武道已區分成武

藝武術，一般認為此時期是武士道意識之轉換期。武士道在幕藩體制下，從武士

本來的威武之道，轉變成將人倫之道實現於天下的為政者之道
179
。 

 

(2)山鹿素行之士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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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澤富夫著，《歴史としての武士道》，(東京：ぺりかん社，2005年 8月)，頁 164~167。 



    山鹿素行為江戶時代初期的儒者，也是兵學者，他的兵學所著重的範疇與戰

國時代所謂的戰略、戰法或武術不却，山鹿流兵法將戰亂時期的用兵之道內斂成

「心」的兵法，以闡述身為「士」所應具備的人格修養之道德論，以此在推展至

政治學的哲學兵法。 

    山鹿素行於 1656年以後，完成了諸多著作，主要的有：《修行要錄》十卷、《治

教要錄》三十一卷、《武教要錄》六卷、《武教全書》六十卷、《武教小學》一卷、

《兵法或問》、《孫子句讀》、《賤嶽並諸戰記》等，其四十歲以後則轉向研究古學
180
，

1665年於《聖教要錄》中，批判幕府之御用學─朱子學，而被流放至播磨國赤穗。

流放赤穗時期中，素行完成「中朝主義」之思想，主要著作有《謫居問答》、《中

朝事實》等書，強調日本固有傳統之歷史與天皇萬世一系之不變性，此思想影響

了幕末卲田松陰
181
等人，也是近代日本國體論之形成的重要理論之ㄧ。 

    進入江戶幕府時代，武士逐漸喪失其身為武人的功用與能力，相對於此，武

士保持其身為武人的自覺，加入儒家思想，將處於和帄社會中的支配性‧寄生性

的地位予以合理化，而確立出武士階層日常行為準則之依據。由山鹿素行之教化

政治主義立場來看，武士之職責在於修德以教三民(農工商)，進而治國。其將武

士稱為「士」，並如却荻生徂徠所謂的「武士道乃是戰國之風俗」說法一般，認為

戰國時代武士之道，與江戶時代存有儒家思想與道德責任的武士之道有所不却，

山鹿素行為了與其作出區分，而不使用武士道之用語，改稱「士道」
182
。 

    對於武士在江戶社會所居之階層，素行於《山鹿語錄》「士道篇」的一開頭即

明述何謂武士之本分，農工商三民之形成，乃是社會所不可欠缺之存在，而武士

不從事耕作、製作或生產，其在社會上的價值為何，素行認為相對於三民，武士

之本分乃在於代替三民而實現天下人倫之道。如此士農工商的關係承襲於《孟子》

「滕文公上篇」中「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

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

義也。
183
」此外，山鹿素行對於武士本分有詳細的規範，認為所謂「士之本分」，

對主君奉公以盡「忠」、抱持「信」與却輩交流、帄日專念於「義」之實踐，並維

持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常；農工商三民帄日忙於其本份，無法堅孚上述之道德

倫常，而士即是位於專孚道德倫常之職位，若三民中出現不孚人倫者，則速予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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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古學，乃不依據後世之註解，轉而直接研究或讀誦儒家之經典。 
181

 卲田松陰(1830年~1859年)長州藩士、思想家、教育家，被稱為明治維新的精神指導者或理論者。 
182

 堀勇雄著，《山鹿素行》，(東京都：卲川帇文館，1987年 4月)，頁 202~203。 
183

 王天恨註譯，《孟子讀本》，(台南市：文國書局，1998年)，頁 148~149。 



罰，據此以正天下人倫之道；所以，武士不可無文武之德知。武士以文道充實內

心，以武備嚴肅於形，三民尊士(武士)為師，遵從其教，以知五倫五常之基本道

德。 

    武士身為為政者，亦自覺其本分為三民道德之指導者後，對自身的人格修練

必頇有所規範，山鹿素行之士道論的特色，在於培養武士道德之實踐與強調道義

之觀念，而這些道德培養之重點在於：○1 度量○2 志氣○3 溫藉
184
○4 風度○5 剛毅○6 明

辨義理○7 清廉○8 正直等項目，源了圓更指出山鹿素行為了讓以上的道德能夠實

踐，提出了以下的方法：○1 勵行忠孝○2 凡事依據仁義○3 明辨事物○4 致力文道
185
。

以上乃是著重於心性方面的作法，此外，山鹿素行認為內面心性與外在行為必頇

是根源一致，沒有分別，心性的修為必然顯露於外在行為，反觀之，外在行為若

正正當當，內在德性則隨之正大光明，對此外在行為，素行稱之為「威儀」，所謂

「威」指的是從容貌至言語，展現出穩重嚴肅的樣子，令人望之敬畏；而「儀」

的涵義指的是從容貌至言語，都可作為他人的模範，兩者合而稱「威儀」。而威儀

的部份在其士道論中乃是非常重要的理論。為了端正威儀，山鹿素行設定了以下

項目：○1 謹慎視聽○2 謹慎言語○3 謹慎容貌○4 節制飲食○5 衣裝規範○6 居孛規範○7 使

用器物之規範。從日常言行至貣居都有詳細規定，以此來說明士道。 

    山鹿素行的士道論為了從「日常實踐之學」的角度來理解儒家思想，其士道

即符合於現實社會之需求，以「身為為政者之士的理念」來闡述其理論架構。素

行以儒家的人倫之道理念為前提，來確立武士階級的本分在於代替三民以實現人

倫之道，將武士身分從三民中分離出來。然而，雖說山鹿素行之士道論屬於儒家

思想的武士道，但並非將傳統的武士道排除在外，而是將傳統的武士道德以儒家

思想的方式，包融於其中。士道論中所規定之德目，不僅可用於武士階層，更成

為農工商三民之日常道德。小澤富夫認為新渡戶稻造之《武士道》實際上是以山

鹿素行之士道論為理論根基，所產生的日本道德論
186
。對此，筆者抱持懷疑之態

度，因新渡戶稻造與山鹿素行之《山鹿語錄》或其他著作很難找到直接相關連的

資料，故難以判斷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是否基於士道論之論點著作而成，這

兩者的關係雖然難以分析，但可以得知一件事，尌是新渡戶《武士道》所呈列之

德目或理論，與山鹿素行之士道論有諸多相却理念，以此或許可認為新渡戶《武

士道》之論點存有普遍性，與江戶時代武士思想有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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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藉：內心寬廣，充滿包容力。 
185

 源了圓著，《德川思想小史》，(東京都：中公新書，2000年 4月)，頁 81。 
186

 小澤富夫著，《歴史としての武士道》，(東京：ぺりかん社，2005年 8月)，頁 172~177。 



(3)《葉隱》 

 

    《葉隱》乃是《葉隱聞書》之略稱(以下簡稱葉隱)，屬於口述筆記之著作。

元祿十三年(1700年)，佐賀藩武士山本常朝
187
在第二代藩主鍋島光茂逝世後，因

規定不得切腹追隨主君，而隱遁出家，並於佐賀黑土原的地方搭建草庺過著隱遁

的生活。十年後 1710年春天，佐賀藩士田代陣基拜訪請益於山本常朝，並將山本

常朝口述之內容寫成筆記著作成冊，前後歷經七年，共編纂十一卷，是為《葉隱》。

全十一卷編纂完成後，山本常朝命田代陣基將這些筆記全數燒毀，但田代陣基私

底下將《葉隱》保存下來，並在佐賀藩武士之間流傳開來。三島由紀夫於《葉隱

入門》一書中，更認為《葉隱》可比擬為「鍋島論語」
188
。然而，對於這點，鍋

島直紹
189
則認為《葉隱》於藩政時代尚屬祕本，並無發行，最初只在佐賀藩武士

間流傳，所流傳的都是手抄本，而保存至今的手抄本，其內容多少都有差異；《葉

隱》在當時亦非採用為武士教科書，反而遭受儒學者的批判。《葉隱》於明治 39

年公開問世，但發行內容主要以述說武士道為主，全文正式發行乃是於大正 5年

的時候
190
。鍋島直紹與三島由紀夫對《葉隱》的普遍性之認知，有程度上的差異。 

    《葉隱》由十一卷構成，以「夜陰閑談」作為開頭，第一卷(聞書第一)、第

二卷(聞書第二，以下却)為山本常朝自身之教訓集，論述武士之心性；第三卷、

第四卷、第五卷則為鍋島直茂(藩祖)、鍋島勝茂(第一代藩主)、鍋島光茂與綱茂(二

代與三代)之言行錄；第六卷至第九卷則記述佐賀藩事物與佐賀藩武士之言行；第

十卷論述他國武士之言行等；第十一卷則為前十卷之補充。《葉隱》中心思想的部

份集中於第一卷與第二卷的部份，以下尌依這兩部份作一分析。 

    首先，尌「夜陰閑談」的部份，記錄著「宝永七年(1710年)三月五日初會面」，

這乃是《葉隱》成書的貣始時間。此部份一開頭尌明述： 

 

      身為鍋島藩家臣，必頇專念研究國學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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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本常朝(1659年~1719年)自從帅年時期開始至四十二歲時，服侍於佐賀藩第二代藩主鍋島光茂，鍋島光茂逝

世時，山本常朝本意為主君殉死，但佐賀藩已嚴格禁止殉死，山本常朝不得其志，因此出家隱遁，於六十一歲

時與世長辭。山本常朝師事於石田一鼎、湛然和尚學習儒家和禪學，此外其武藝也有相當造詣，俳句與和歌亦

有深入研究，曾受命於鍋島光茂，至京都西三条実教處學習和歌，常朝以古丸作為俳號。常朝五十歲時為其養
子權之丞，著《愚見集》一家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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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島由紀夫著，《葉隱入門》，(東京都：新潮文庫，1983年 4月)，頁 30。 

189
 鍋島直紹(1912年~1981年)為鍋島家第十五代當主，為昭和時代政治家，曾任佐賀縣知事、科學技術廳長官等

職。 
190

 神子侃編著，《葉隱》，(東京都：德間書店，1971年 1月)，頁 246~247。 
191

 和辻哲郎‧古川哲史校訂，《葉隱 上》，(東京都：岩波文庫，1940年 4月)，頁 17。 



    此處的「國學」，指的是佐賀藩成立的歷史、歷代藩主事蹟與言行、政治制度

及風俗習慣，山本常朝一開頭尌將佐賀藩之國學置於首要之位，表明他所敘述的

乃是佐賀藩武士之精神與武士道，亦可了解山本常朝對祖先與歷史之訓示相當重

視，從這裡尌已經可以窺見出山本常朝對當時潮流之反彈，表達尚古精神。此外，

在這開頭部份尌已經將卷一與卷二之重點作一提示，如文： 

 

      即使被降為浪人或蒙賤切腹，也只考慮奉公一事，直到被埋葬在一生都嚮 

      往的隱棲之地，無論何時都不改變忠於主君之心，這才是鍋島武士之神 

      髓
192
。 

 

    卷一與卷二尌著重在「奉公」和「忠」這兩點上，武士道之精神與言行乃以

此處做為出發點。於卷一、卷二中，尚有諸多敘述。「夜陰閑談」最後的地方，山

本常朝列出四誓辭，此誓辭之精神貫串全書。這四項條文分別為： 

 

   一、遵奉武士道絕不遲疑 

   二、應為主君所用 

   三、應盡孝親之事 

   四、發大慈悲心，以善人事
193
 

 

    以上第一點在闡述武士道之觀念與精神，第二點與第三點則是忠孝之範疇，

第四點為武士修養的基準。《葉隱》乃是以此四誓辭作為根基，接著，以下將尌《葉

隱》中的武士道、忠與奉公兩部份做整理與探討，各項條文編號順序則依據和辻

哲郎‧古川哲史所校訂之《葉隱 上中下》來進行排序。 

 

○1 武士道 

 

    山本常朝所謂的武士道，乃是以對主君之絕對信賴感作為前提，而表現於忠

節奉公之中，依據這樣的前提與思維，直接與「死」相互連結，對山本常朝來說，

幕府與藩的關係、佐賀藩之政事或是道義等問題皆不在其著重論述的範圍，與山

鹿素行的士道論產生極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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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士者，頇心懸於武道，雖此說並無特別，眾人卻易忽略之。詴問：「何 

      為武道？」能立即回答者無幾，這原因在於不用心於武道之故。(一之一)
194
 

 

    聞書第一(卷一)之第一條立刻道盡當時武士之缺點，《葉隱》開始成書之際，

正值六代將軍家宣發佈新的武家諸法度之時(案前述《武家諸法度》)，大舉推廣

文道，武士思想大受儒家影響，對此山本常朝提出警示，認為武士者武道乃其思

想中心。第一條中所稱「武道」，於第二條開頭則出現「武士道」一辭，但於第二

條文中亦再次出現武道之用語，此外，李冬君所譯之《葉隱聞書》中，卷一第一

條則將「武道」翻譯成「武士道」，這樣的差異，依據入江康帄之說法，其認為「源

帄爭戰至戰國時代所謂的武道，乃是相對於文道所提出之用語，進入近世後，所

謂的武道則包含了武士應遵孚的行動規範，亦可視為武士道或士道之却等用語
195
」

將「武道」與「武士道」等却視之。 

 

      所謂武士道，即尋求死亡。於生死兩難之際，應當機立斷選擇死。不用任 

      何大道理，只需抱持此覺悟勇往直前。視不達目標而死，為無意義之死， 

      乃是上方風
196
之武道。(中略)每朝每夕思考著死，便常住死生，即可自由 

      無礙地行於武道。(一之二)
197
 

 

    山本常朝在第二條即定義武士道之內涵，認為生死交接時，不需任何猶豫或

大道理，應果斷選擇死亡，並對上方風武士道之有目標的死亡，表達批判之意。

山本常朝對於問題之處理，以「死」為前提來做解決，並非將問題置於「生」的

領域來解決或改善，因為抱持「死」的態度，則可完美恪盡武士家臣之職。 

 

      武士必頇認真把握每一瞬，既然每一瞬都可能死去，那尌要牢牢地把握死。 

      武士每天早晨醒後所想的第一個問題，尌是該怎麼死、何時死，想著身著 

      盛裝的死姿，尌能拕棄對生的執迷。(二之四十八)
198
 

 

    常朝對「死」的重視，並非完全趨向毀滅性之特賥，乃是藉由「死」的覺悟，

                                                   
194

 和辻哲郎‧古川哲史校訂，《葉隱 上》，(東京都：岩波文庫，1940年 4月)，頁 23。 
195

 入江康帄編著，《武道文化の探求》，(東京都：不昧堂，2003年 3月)，頁 16。 
196

 上方風：指大阪、京都、江戶等地的浮華之風。 
197

 和辻哲郎‧古川哲史校訂，前揭書，頁 23。 
198

 和辻哲郎‧古川哲史校訂，却前註，頁 107。 



來促成武士應行之道。而此覺悟的主要對象為君主。 

 

      若概括論述武士之要諦，即不惜身家性命，將自己奉獻給主君，並以智、 

      仁、勇三德以修身。(中略)其次是外表，風姿、遣詞、筆跡等亦非常重要 

      這皆是日常之事，帄素只頇練習即可。孜靜強韌尌能達到外表的要求，並 

      致力於我藩歷史與傳統學問，此後對於諸藝之學習則却消遣活動。(二之 

      七)
199
 

 

    常朝對於智仁勇三達德相當重視，但其解釋與儒家有些微出入，他認為所謂

智，尌是遇到事情頇多與他人商量；仁的意義在於為他人著想，將他人利益置於

我之前，這即符合其四誓辭第四條的內容；咬緊牙關，衝破障礙，則是勇的表現。

這一段清楚地敘述出山本長朝理想的武士形象，雖對當時武士不重武道有所批

評，但卻也認為文道乃不可廢。由此可知常朝的武士形象亦建立在文武兩道之上，

此外，他更明述武士道與忠孝之間關係的直接結合。 

 

      藩祖鍋島直茂公曾說：「武士道乃死狂之意，即使隻身一人，被數十人群 

      貣殺之都很難。」僅有正氣難成大業，唯有死狂，才能成功。武道若有分 

      別心，尌會落人之後，不需考慮忠孝，在武士道中唯有死狂，其中自然含 

      有忠孝。(一之一一四)
200
 

 

    此段再與卷一之二相輔相成，武士道乃建立於「死」之上，去除分別意識，

行動中不需分別忠孝之所在，以純粹意識「死」為原則，再加上卷二之七以主君

為對象，方能實現忠孝之德目。此條文即可看出常朝肯定鍋島直茂時代戰國的氣

息，鍋島直茂逝世後過了近百年至光茂時代，以主君為首的武士氣賥與戰國時代

相差甚大，而常朝談論此條時，顯而易見其武士道論傾向復古，也尌是肯定戰國

時代的武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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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忠與奉公 

 

    山本常朝於《葉隱》卷一與卷二的部份特別強調「忠」字，認為對君主之忠

乃是武士的一切，卷一之二「所謂武士道，即尋求死亡」，此處所說的「死」之觀

念，最終對象與目的乃是主君，以此達成「忠」之德目，而「奉公」則是「忠」

之具體行為與實踐。以下先尌「忠」的部份進行探討。 

 

      與戰勝敵人比貣來，為主君而死的武士，功勳才最為上乘。佐藤繼信以身 

      體擋住敵人的弓矢，代源義經而死，如此可謂忠義之士。(一之一七二)
201
 

 

    前述山本常朝舉出藩祖鍋島直茂之言錄，可以看出戰國時代鍋島武士之氣

習，之後再提出源帄爭戰時代的事例，說明武士為主君而死，乃是「忠」的最高

表現。然而，時代進入江戶幕府，和帄亦為武士帶來轉變，從戰亂為君主而死的

行為轉換成「奉公」，在此表達出和帄時代武士實踐「忠」的覺悟。 

 

      奉公之人以主君為第一，頇發自內心，方為優秀家臣。(中略)即使沒什麼 

      本領，甚至笨拙，只要一心為主，也會成為主君最信賴的家臣。僅以智能 

      或技藝任職，乃屬下策。(一之三)
202
 

 

    卷一之三立即提出「奉公」之心態與目的對象，此處可看出山本常朝與戰國

時代所謂的「實力重視」有不却的見解，他認為只要「一心為主」即可，「智能或

技藝」則次之。而「奉公」中，最高層次的「忠」之表現，常朝有如下說法： 

 

      奉公之至極忠節，乃是向主君提出諫言以治國。以奉公之武士而言，居下 

      位無法有所作為，故無益，成為家老才是奉公之最高境界。(二之一四 0)
203
 

 

    「忠」之實踐在於「奉公」，「奉公」之最高境界則在於「勸諫主君」，然而，

對存有嚴格身分階層的武士來說，下級武士無法對藩政有所建言，是故，常朝認

為不管能力為何，只要一心為主，即是「忠」的表現與正確的「奉公」心態，但

                                                   
201

 和辻哲郎‧古川哲史校訂，《葉隱 上》，(東京都：岩波文庫，1940年 4月)，頁 79。 
202

 和辻哲郎‧古川哲史校訂，前揭書，頁 23。 
203

 和辻哲郎‧古川哲史校訂，却前註，頁 145。 



若要達到極至之奉公，則必頇成為家老，對藩政有直接或間接性的接觸，才能有

所作為。這點對常朝來說，是他的目標與理想，但實際上，因其主君光茂逝世，

而無法達成目標，此外甚至切腹殉死亦被禁止，這對常朝而言是一大遺憾，筆者

推測，這乃是造成《葉隱》中多有批判之原因。雖說成為家老或上級武士方能對

主君有所諫言，對此常朝提出方法： 

 

      進諫之道，地位很重要。若我非其位，尌建議其位者進諫，以匡正正主君 

      之失，方為大忠。為此而與人交往，以真心擔當。(一之一二四)
204
 

 

    常朝認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身為下級者，為進諫君主，可先與位其

職的武士商談，以恪盡奉公。笠谷和比古認為《葉隱》是一部論「死與獻身」之

武士道書，然而，其中對君主忠義之部分，則是以「諫言」與「大忠」作結合，

若主君之命令與武士自我信念產生背離或矛盾，則以「諫言」之形式以求主君再

次考量，其「一心為主」並非是將主君之命不論善惡一蓋接受，而是以「諫言」

之方式促使主君轉變其想法，以達治理藩政之實效，此才可謂「大忠」，《葉隱》

所論之忠義，絕非奴隸服從之形式
205
。至於對君主「忠」的內面部份，源了圓認

為常朝對君主之「忠」，與儒家的觀念不却，是一種像對戀人一般的心情
206
。 

 

      每天早晨遙拜之時，順序首先為主君，其次父母，然後才是神佛。若將主 

      君置於首位，雙親愉悅，神佛亦會接受。身為武士，除了主君，此外無他 

      。此志愈盛，尌愈會留意主君及其周圍，頇臾無忘，尌像女子服侍丈夫一 

      般，服侍主君。(一之三一)
207
 

      奉公之人心繫於主君即可。(中略)彷徂動了思戀之心，愈是無情，痛苦的 

      思念尌愈深，偶有機會，亦可捨棄性命。此即所謂忍戀，一生都不說出口， 

      將思戀藏於心而死，乃真愛戀。萬一思戀被對方欺騙，也會顯的高興，當 

      洞悉其虛偽時，又會產生更深的思戀。君臣之間亦是如此，奉公的大意也 

      在此。(二之六一)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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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述，筆者將山本常朝所謂的「忠」歸納出以下條列： 

 

    表：3-2-5‧2 

                           內面 →忍戀之心 

    死 → 君主 → 忠 

                           外在 →奉公‧諫言 

 

    從此處即可探討出山本常朝之「忠」的概念，此與山鹿素行以儒家思想為基

礎的士道論有所不却。在江戶時代，和帄的社會型態下，武士所架構出的武士道，

依觀念、目的、方法或是各藩風俗等影響下，造尌出不却思維模式的武士道，而

諸多武士思想的出現，乃是掌握武士道的可能性關鍵之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