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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約 

 
    本專題研究主要是探討日本戰國時代的三英傑之一的“織田信長”之生

平、戰績，以及其死亡。其結果發現： 
（1）織田信長 2 歲即成為那古野城城主，是個不拘泥於身份高低的人，

且從小就顯示出了他的膽識。並喜歡「幸若舞」中的「敦盛」，使用

的家徽有「揚羽蝶」、「木瓜紋」、「永樂通宝」、「二つ引両」、「桐紋」、

「十六葉菊」、「無の字の紋」等。 
（2）其一生中的主要戰役共 42 場，其中最具決定性的戰役為「桶狹間之

戰」、「姉川之戰」以及「本能寺之變」。 
（3）「本能寺之變」為明智光秀謀反之戰役，織田信長於 1582 年在京都

本能寺遇害，未能完成統一天下之夢想，成為終身之憾事。 
 
 



要旨 

 
 本研究は戦国時代の三英傑の 1 人である織田信長を対象に、その生涯、

戦略など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その結果、 
（1）織田信長は 2 歳にして那古野城主となり、身分にこだわらず、小

さいときから、豪胆さを早くから見せた。また、「幸若舞」の中の

「敦盛」が好きで、持っていた家紋は「揚羽蝶」、「五つ木瓜」、「永

楽通宝」、「二つ引両」、「桐紋」、「十六葉菊」、「無の字の紋」などで

ある。 
（2）一生の戦いは、42 戦あり、有名な戦いとして「桶狭間の戦い」、「姉

川の戦い」と「本能寺の変」が挙げられる。 
（3）「本能寺の変」は明智光秀が謀反を起こした事件で、織田信長はそ

れにより自害し、天下統一ができないまま、生涯を終え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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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問題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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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起日本的歷史，不論是大人或是小孩，最讓人朗朗上口的時代非戰國

時代莫屬。 
  日本戰國時代，是個充滿戰亂的時代，也是人才輩出、群雄爭霸的時代，

比如甲斐之虎的「武田信玄」、海道一雄的「德川家康」、海道一弓的「金川

義元」、獨眼龍「伊達政宗」、軍神之「上山謙信」、第一武士的「真田信繁（真

田信村）」、龍之右眼的「片倉景鋼」…等，都是大家熟悉的人物。然而，在

這些人物之中，最吸引我的，卻是與平民出身、日後統一日本的關白1「豐臣

秀吉」息息相關、並且差一點就統一日本的赤鬼「織田信長」。 
  對於「織田信長」的瞭解，是從玩線上遊戲以及看動漫中得知，當時只

覺得他是個有野心有謀略的人。然而，在不知不覺之中，慢慢地對他產生了

莫大的興趣，並想要進一步的瞭解。因此，透過網路的查詢，得知「織田信

長」小時的綽號為「尾張第一大傻瓜」、成年之後自稱「第六天魔王2」，以及

著名的「以少勝多」、「火槍戰術」…等。 
  然而，為何一個第一大傻瓜在成年後會成為「第六天魔王」？又為何被

外界形容為冷酷、無情、殘暴、冷血的人？即將統一戰國時代的他，卻又為

何被重臣明智光秀所殺？這些問題讓筆者產生了很大的興趣與不解，而想更

深入去探討。 
  因此，本專題將以織田信長為探討對象，針對以下幾個點深入探究： 
 

（1）織田信長的生平與特質 
（2）織田信長的戰略及戰績 
（3）織田信長的死亡 

                                      
1 所謂的「關白（かんぱく）」乃指代替天皇執行政治的職官（WIKI, 2015）。 
2 「第六天魔王（だいろくてんまおう）」原為佛教用語，意為妨礙佛教修行的魔王，亦稱為「天

魔（てんま）」、「天子魔（てんしま）」、「他化自在天（たけじざいてん）」、「第六天魔王波洵（だ

いろくてんまおうはじゅん）」，為「第六天」的支配者。「第六天」乃指佛教裡六道中的「天道」

的最上層（WIKI, 2015）。 



 
 
 
 
 
 
 
 
 
 
 
 
 
 
 
 

第二章 織田信長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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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生平簡介 
 
  織田信長（おだのぶなが；請

參照圖 1）為戰國．安土桃山時代

中有名的武將，與豐臣秀吉、德川

家康並稱為「三英傑」，也是造就之

後「終結戰國動亂、全國統一」的

人物（相賀, 1985）。 
  織田信長於 1534 年出生於尾

張國（乃現今的愛知縣西部），死於

1582 年，享年 49，是古渡城主織

田信秀的第 3 個兒子，為正室所

生。幼名為吉法師（きっぽうし），

於 1546 年（天文 15）13 歲時，因「元服3（げんぶく、げんぷく）」而改為

「三郎信長」（相賀, 1985）。 
  信長母親土田御前（どたごぜん）因是織田信秀的正室，因此，在 2 歲

時信長即成為那古野城（なごやじょう；現今的愛知縣名古屋市中區）的城

主，幼年至青年時期因有太多奇怪的行為，故而被周遭的人稱為「尾張大傻

瓜（尾張の大うつけ）」。對於出身的高低並不太拘泥，與一般的人民一樣，

與鄉鎮的年輕人一起玩耍。此外，當他還是世子時，常做出另父親信秀吃驚

的事，從小就顯示出了他的膽識；與松平竹千代（まつだいらたけちよ；即

為之後的德川家康）一起渡過幼年時期（維基百科, 2016）。 
  織田信長於 1547 年第一次出征三河，之後為緩和當時緊張的戰事，與

美濃齊藤道三（みのさいとうどうさん）的女兒聯姻，是為元配，並自稱為

「上総介（かずさのすけ）」。1551 年織田信秀猝死，織田信長繼承了家督之

位。起初，自稱「藤原氏」，後因室町幕府為源氏，由「源平交替思想（げん

ぺいこうたいしそう）4」而改稱為「平氏」（相賀, 1985）。 
  1554 年，織田信長將據點從古野城遷到清洲城，之後並經幾次的遷移，

最後於 1576 年建築安土城。其一生經歷幾次的加官進爵，最後於 1582 年的

本能寺之變而自戕。死後，被追封為「従一位太政大臣」、「正一位」（織田信

長生平請參照表 1）。 
 
 
 

                                      
3 所謂的「元服」，乃是奈良時代以後，在日本所舉行的男子成年的儀式。 
4 「源平交替思想」又稱為「源平交代說」，日本史上的武士政權是由平家、源家交替取得的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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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織田信長的生平（引用自維基百科, 2016） 

時間（年） 內 容 

1534 出生於那古野城 

1535 成為那古野城的城主 

1546 改名為「三郎信長」 

1549 與齊藤道三之女-濃姬成婚；並自稱「上総介」 

1551 父親織田信秀死去，繼承家督之位 

1554 將要塞移至清洲城 

1557 暗殺織田信勝（信行；為織田信長的弟弟） 

1559 第一次進京都，謁見第 13 代將軍-足利義輝 

1560 桶狹間之戰，討伐今川義元 

1563 將要塞轉移至小牧山城 

1566 自稱「尾張守」 

1567 要塞移至岐阜城 

1568 
前往京都協助足利義輝之弟-足利義昭就任將軍； 

官職為「従五位下弾正少忠」 

1570 官職為「正四位下弾正大弼」 

1571 遵從天皇命令，與浅井氏、朝倉氏、六角氏和解 

1573 
足利義昭從京畿被放逐，其勢力（足利幕府）遷移至毛利家

的勢力範圍-備後（今廣島縣東部） 

1574 
官職為「従三位参議」；得到天皇的許可，取得東大寺正倉

院的「蘭奢待（らんじゃたい）」 

1575 
官職為「権大納言」；兒子織田信忠任職「秋田城介」。 

之後，官職更為「兼右近衛大将」，並將以岐阜城為要塞的

織田家的家督讓給兒子織田信忠 

1576 
在近江建築了新的要塞安土城；官職為「正三位」，後為「內

大臣」並兼任「右近衛大將」 

1577 官職為「従二位」，後為「右大臣」並兼任「右近衛大將」

1578 官職為「正二位」，後辭去「右大臣、右近衛大將」之職 

1580 遵從天皇命令，與石山本願寺和解 

1581 在京都內裏東舉行大規模的閱兵儀式、軍事遊行 

1582 本能寺之變，自殺；追封「従一位太政大臣」 

1917 追封「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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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田信長的一生充滿了傳奇，根據維基百科（2016）指出，傳教士路易

斯‧弗洛伊斯在著作『日本史』一書中提到，織田信長乃是「身材高瘦，聲

音高亢，非常喜好武術，有些粗野，但好行正義與慈悲事業。富決斷力，不

聽下屬的建言，對其他大名的態度如同對傭人般頤氣指使。儘管如此依舊受

到人們異常的敬畏。輕視神佛等偶像崇拜，斷言沒有死後世界，講話討厭喋

喋不休…（以下略）」；此外，僧侶天沢回答武田信玄有關信長的人品時說到：

「信田公每天騎馬、常常獵鷹，向橋本一巴學習槍、市川大介學習弓、平田

三位學習兵法。興趣是跳舞與三味線民謠歌…（以下略；『信長公記‧首卷』）」；

多聞院英俊在『多聞院日記』中提到：「信長是個講求禮儀的人（維基百科, 
2016）」…等，由此可見，織田信長雖是個武將，但卻勇於向人請教、重視

禮法，也是個有勇有謀的軍事家。 

  其名言很多，其中，以「幸若舞（こうわかまい）5」中的一節「敦盛（あ

つもり）」裡的「人間五十年6、化天7のうちを比ぶれば、夢幻の如くなり 一

度生を享け、滅せぬもののあるべきか これを菩提の種と思ひ定めざらん

は、口惜しかりき次第ぞ」最為喜愛，在桶狹間之戰前，也曾歌舞（武光誠, 
2009）。其舞曲內容為： 
 

思へばこの世は常の住み家にあらず 
草葉に置く白露、水に宿る月よりなほあやし 
金谷に花を詠じ、栄花は先立つて無常の風に誘はるる 
南楼の月を弄ぶ輩も、月に先立つて有為の雲にかくれり 
人間五十年、化天のうちを比ぶれば、夢幻の如くなり 
一度生を享け、滅せぬもののあるべきか 
これを菩提の種と思ひ定めざらんは、口惜しかりき次第ぞ 

 
 
  戰爭時人們的命運為何不為所知，戰國大名時常與死亡為伍，鮮少有人

能夠安穩度過一生。在戰爭前，信長歌詠此舞曲，或許是領悟到生於這個戰

                                      
5 「幸若舞」為室町時代流行的一種伴隨著故事的舞曲。 
6 「人間五十年（じんかん；にんげん）」意指人世間。 
7 「化天（げてん）」為六欲天中的第五個天-「化樂天（けらくてん）」，其一天為人間的 800 年，住在化

天的人的壽命為 8,000 歲。而「天下」為六欲天的最下位的世界，其一天為人間的 50 年，住在此世界的

人的壽命為 500 歲。而織田信長為 16 世紀的人物，因此，將「人間」指為「人世間」。因此，「人間五

十年、化天のうちを比ぶれば、夢幻の如くなり」則為「人世間 50 年的歲月，僅僅只不過是天下的 1
日罷了」（維基百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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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亂世的時代，世間沒有不死的東西，自己終將會離世，因此，懷抱著人生

短暫如夢、榮華興衰為世間常理的生死觀，將個人之生死置之度外。 
  此外，身為武將的信長，喜歡前所未有的刀，因此，不論是自己收集、

或是他人獻上的，在他的身邊收集了很多天下的名刀。其中，以「へし切8長

谷部（へしきりはせべ；又稱為圧切長谷部；如圖 2）」、「宗左三文字（そう

ざさもんじ；如圖 3）」、「薬研藤四郎（やげんとうしろう；如圖 4）」最為

人知。 
 

（1）「へし切長谷部」 
  為南北朝時代製作的刀，全長約 106cm、重量約 1190g，江

戶時代至昭和時代中期，為福岡藩主黑田家的傳家寶。 
  信長為了褒賞提出攻打毛利輝元策略的黑田孝高（くろだよし

たか；一般稱為黑田官兵衛），而賞賜給他，之後成為了黑田家的

傳家寶（維基百科, 2015）。 
 

圖 2. 圧切長谷部（引用自模造刀販売むしゃ処） 
 
 

（2）「宗左三文字」 
  為南北朝時代所製作的日本刀，全長約 105cm、重量約

1210g，因持有者的變遷，又稱為「三好左文字」、「義元左文字」，

現以「義元左文字」的名稱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 
  此刀在戰國時代原為支配京畿的三好氏－三好政長贈予甲

斐守護武田信虎，後來成為今川義元的愛刀；在桶狹間之戰時，

今川義元戰死，而由信長以戰利品接收，直到信長在本能寺之變

自殺時，都由信長所持有。信長死後，此刀由豊臣秀吉所擁有，

秀吉死後則傳給其子秀賴，之後則為德川家康所擁有。而後，則

為德川將軍家的重要寶物而代代相傳（維基百科, 2016）。 

                                      
8 「圧切」之由來，乃是因信長為斬殺茶坊主觀內（官名）而來。當時茶坊主藏身於廚房內放置食器的櫃

子下，信長為了斬殺他，從藏身的櫃子上方劈下，成為兩半而得此名（BAID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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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宗左三文字（引用自模造刀販売むしゃ処） 
 
 

（3）「薬研藤四郎」 
  為鎌倉時代的工匠粟田口藤四郎吉光所製之短刀，全長約

25.1CM、重量約 295g。 
  刀名的由來為室町期代的武將畠山政長想以此刀切腹而履試

無法成功，憤而丟棄時剛好貫穿磨製藥粉的研缽而來。為織田信長

的愛刀，在本能寺之變時被燒毀（知恵袋, 2014）。 
 
 
 
 
 
 
 
 
 
 

圖 4. 薬研藤四郎（引用自模造刀販売むしゃ処） 



 

9 

第二節 家譜 
 
  江戶時代的史料中記載「織田は越前に在り。平氏の子孫、織田明神の

神主となる」，由此可見，織田氏就是平氏，也自稱為藤原氏。其祖先依序為

織田良信（或為織田敏定）、織田信定、織田信秀、織田信長（如圖 5 所示）。 
 
 
 
 
 
 
 
 
 
 
 
 
 
 
 
 
 
 

圖 5. 織田家之簡易家譜 
 
 
  織田家除了信長外，其妹お市の方（おいちのかた；亦稱為「小谷の方」、

「小谷殿」）也是歷史上有名的女性之一。 
  お市出生於 1547 年、卒於 1583 年，與信長相差 13 歲。因政治而聯姻，

先嫁給浅井長政（あざいながまさ）為正室，後為織田家重臣柴田勝家的繼

室。其子為茶々（豊臣秀吉側室）、初（京極高次正室）、江（徳川秀忠繼室）

等人；其孫為豐臣秀賴（茶々的兒子）、豊臣完子、千姫、徳川家光、徳川和

子（江的女兒、兒子）等（維基百科, 2016）。 

  お市雖因政治聯姻嫁給浅井長政，但與浅井長政夫妻感情融洽。其間，

也擔任了織田信長的間諜。例如 1570 年，織田信長在越前的戰場上準備要

進攻朝倉家。嫁給浅井長政的お市，派人送一個裡面裝有紅豆且兩端綁死的

信良

信定

信秀

信長信広 信勝 お市 濃姬浅井長政 

柴田勝家 

浅井茶々
豐臣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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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給織田信長。看到布袋的信長即聯想到「袋中之鼠」。織田信長立即知道

浅井長政已經背叛，我軍將陷入腹背受敵的狀況於是立即下令撤退。在戰國

時代，像這樣當娘家面臨危機之際，女性背叛夫家去幫助娘家的情形並不罕

見（小和田,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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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徽 

 
  根據維基百科（2016），日本的家徽（「家紋（かもん）」）可追遡到平安

時代後期。在奈良時代原是用在裝飾日常生活使用的道具、家具（「調度（ち

ょうど）」），或是器具上，到了平安時代，貴族將其視為家族固有的記號。直

到平安時代末期，西園寺実季（さいおんじさねすえ）、徳大寺実能（とくだ

いじさねよし）等朝臣（「公家（くげ）」），為了讓大家知道自己的獨自記號，

將記號刻於牛車上並於大馬路上行走、展示，而成為了家徽的起源。之後於

朝臣間流行，而發展出了各式各樣的家徽。 
  武士（「武家（ぶけ）」）的家徽發展比朝臣的家徽晚，發展於源氏、平氏

開始激烈對立的平安時代末期。武士們為了證明自己在戰場上的重要性、並

留名於後世而將各自的圖像用於軍旗、帳幕上，而成為武士家徽的起源。到

了鎌倉中期左右，幾乎所有的武士都擁有自己的家徽，家徽的文化進而在武

士的社會間確立下來（ウィキペディア, 2016）。 
  織田家的家徽很多，其中以「揚

羽蝶（あげはちょう；圖 6）」、「木瓜

紋（もっこうもん；圖 7）」最為著名

（ウィキペディア, 2016）。 
  「揚羽蝶」原是平氏的家徽，織

田信長使用它為家徽源自於天下的政

權是由源氏、平氏交替取得的「源平

交代思想」。因此，在屬於源氏時期的

室町幕府後就是屬於平氏的自己的時

代，故而使用「揚羽蝶」為家徽。 
  而「木瓜紋」是織田信長所有的家

徽中最有名的，也叫「瓜紋（かもん；

うりもん）」，現今流傳下來的信長的盔

甲、或是賞賜給豐臣秀吉的外罩（「陣羽

織（じんばおり）」）都有這個家徽。其

圖樣像是一個有小鳥蛋的鳥巢，因此其

家徽的意思則有子孫繁榮之意。 
  「木瓜紋」的圖案有木瓜、五瓜（ご

うり；ごか）或六瓜（ろくうり・む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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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等，內側的圖案一般為「唐花（からはな）9」，也有與「桐紋（きりも

ん）」、「蝶紋（ちょうもん）」、「文字紋（もじもん）」等其他的圖案結合而成

（ウィキペディア, 2014）。織田信長的家徽，則為五瓜，稱為「織田木瓜紋

（おだもっこうもん）」，是由鎮守尾張國的斯波氏（或朝倉氏）賞賜給信長

的父親信秀，後由信長繼承（NHK Online, 2016）。 
  除上述之家徽外，織田信長所使用的家徽尚有「永樂通宝（えいらくつ

うほう）」、「二つ引両（ふたつひきりょう）」、「桐紋」、「十六葉菊（じゅう

ろくようぎく）」、「無の字の紋（むのじのもん）」等。 
  「永樂通宝」為中國明朝永樂帝時所鑄造的錢幣，輸入到日本，信長使

用它在自己的旗號上（世界大百科事典, 2007）。「二つ引両」為足利氏的家

徽，足利義昭因信長的協助而當上將軍，並將此家徽及「桐紋」家徽一起賜

予信長。而「桐紋」乃是天皇的家徽，因此，可說是武士的最高榮耀。「十六

葉菊」是天皇御賜的家徽，據說是後鳥羽上皇最喜愛的家徽。「無の字の紋」

則是由佛教而來，顯示出對佛教冷眼看待的信長的另一面（お館様, 2016）。 
 
 
 
 
 
 
 
 
 
 
 
 

                                      
9 所謂的「唐花」，為中國唐朝時所流行的圖案，由蓮花、牡丹等多種植物的主題結合而成的華麗圖案，於

奈良時代傳入日本。 



 
 
 
 
 
 
 
 
 
 
 
 
 
 
 
 

第三章 織田信長之戰役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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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重要戰役 
 
  織田信長一生中的主要戰役共 42 場（雙葉社, 2012），贏多敗少，從統

一尾張到最後的本能寺之變，有 3 個決定性的戰役，分別是「桶狹間之戰（桶

狭間の戦い；おけはざまのたたかい）」、「姉川之戰（姉川の戦い；あねがわ

のたたかい）」以及「本能寺之變（ほんのうじのへん）」。 
 
1-1 桶狹間之戰 
 
  桶狹間之戰又稱為「桶狭間村・田楽狭間の戦い」，發生於 1560 年（永

祿 3 年）5 月 19 日，地點為尾張國桶狹間（現今的愛知縣名古屋市綠區及豐

明市之間），當時的織田信長僅只有 3,000 人的兵力，奇襲率有 25,000 人兵

力的金川義元（いまがわよしもと）、金川氏真父子。織田信長在此戰役以寡

敵眾，打敗了今川義元，此戰役成為日本歷史上有名的三大奇襲戰役之一。 
  戰後，今川氏没落，而信長則在美濃國（みののくに；相當於岐阜縣南

部）、伊勢國（いせのくに；相當於三重縣的中北部）、畿內（即近畿地區）

擴張勢力，此戰役成為信長在日後掌握日本中央政權的基礎。 
 

1. 背景： 
  今川義元於 1554 年（天文 23 年）和甲斐武田家、相模北條家組

成「三國同盟」，企圖將勢力範圍擴張到西邊的三河、尾張，而與尾張

國的織田氏因三河、尾張兩國的國境支配問題產生了爭執。 
  織田氏雖在 1542 年（天文 11 年）的第一次「小豆坂の戦い（あ

ずきざかのたたかい）」中勝利，卻在 1548 年（天文 17 年）的第二次

「小豆坂の戦い」中戰敗；隔年，今川氏攻下織田氏進出三河的據點安

祥城，讓織田氏無法進出三河。 
  1551 年（天文 20 年），織田信秀病逝，織田信長與其弟信行間發

生內鬨，其結果引起鎮守嗚海、笠寺兩城（現今愛知縣名古屋市的綠區、

南區）的山口氏向今川氏投降。此外，今川氏因山口氏的策略，取得了

尾張東南的大高城（おおだかじょう；現今愛知縣名古屋市綠區大高）、

沓掛城（くつかけじょう；現今豐明市沓掛町）一帶。這個局勢，對織

田氏造成了嚴重的威脅，而引起了織田氏的反擊。 
  1554 年織田氏支援知多的領主水野氏，攻下今川氏的村木砦（む

らきとりでのたたかい）10。此外，除了奪回了笠寺城外，於鳴海城周

                                      
10 砦：寨、守護用營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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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建造了丹下砦（たんげとりで）、善照寺砦（ぜんしょうじとりで）、

中嶋砦（なかしまとりで），以及大高城周邊建造了丸根砦（まるねと

りで）、鷲津砦（わしづとりで），阻斷了城與城之間的連繫。 
  於此情勢下，今川氏率領大軍於 1560 年（永錄 3 年）5 月 12 日討

伐「駿府（すんぷ；現今的靜岡縣葵區）」，並以尾張為目標向東海道西

進（ウィキペディア, 2016）。 
 

2. 過程： 
  在『信長公記』中記載，開戰的前一晚，織田信長的家臣們陸續進

入清洲城，準備招開軍事會議，但是那晚織田信長卻沒有舉行軍事會議，

而是與家臣們閒話家常，直到夜深了才讓其各自回去（小和田, 2011）。
雖是如此，但是信長已準備對金川義元發動奇襲。 
  1560 年 5 月 17 日，今川軍進入沓掛城，5 月 18 日由松平元康（即

德川家康）率領的三河軍先行運送軍糧至大高城，另一方面的織田軍，

則因奪取清洲城或是出擊而爭論中。19 日零晨 3 點，松平元康及朝比奈

泰朝開始攻擊織田軍的丸根砦、鷲津砦，聽到此訊息的織田信長，舞完

幸若舞「敦盛」後，於清晨 4 點於清洲城出發，8 點抵達熱田神社，於

熱田神宮（あつたじんぐう）祈求戰勝。10 點織田軍進入善照寺砦，兵

力約 2,000~3,000 人。此時的金川軍雖攻下了丸根砦和鷲津砦，但對於

織田軍來說，成功的爭取到了時間。 
  13 時，織田信長在豪雨中奇襲了在田楽狭間的今川義元的大本營，

義元戰死，織長軍獲得了勝利（ウィキペディア, 2016；小学館, 1994）。 
 

3. 影響： 
  織田信長於此戰役中一鳴驚人，此戰役也成為他統一尾張的重要戰

役。戰役中，金川義元戰死，讓松平元康脫離了金川軍而獨立，之後並

與織田信長締結同盟鞏固後方，完成其父的心願統一尾張（成瀨, 2012）。 
 
 
1-2 姉川之戰 
 
  此戰役發生於 1570 年（元龜元年）6 月 28 日，地點為近江浅井郡姉川

河原（現今的滋賀縣長浜市郊外）。針對此戰役，德川稱它為「姉川の戦い」，

而織田、浅井則稱它為「野村合戦」、朝倉稱它為「三田村合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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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織田信長打敗今川義元、從斎藤龍興（さいとうたつおき）手中取

得美濃後，以「上洛11」為目的攻打近江。攻打近江前，透過政治聯姻

的外交策略，將其妹お市嫁給浅井長政以取得連姻關係，成功的與浅井

長政結成同盟。並與浅井長政聯手打敗了共通的敵人六角義賢（ろっか

くよしかた）父子（此戰役為「観音寺城の戦い（かんのんじじょうの

たたかい）」），完成了「上洛」的目的。 
  其後，朝倉義井（あさくらよしかげ）因拒絕信長的「上洛」要求

而與信長產生對立。1570 年織田信長開始對越前（えちぜん；現今的

福井縣北部）發動攻擊，而與朝倉有同盟、主從關係的浅井長政背叛信

長，攻擊織田軍。於是陷入挾攻的信長開始撤退，此戰役稱為「金ヶ崎

の戦い（かねがさきのたたかい）」（ウィキペディア, 2016）。 
 

2. 過程： 
  織田信長為了報復，整頓軍隊揮軍前往北近江。 
  6 月 21 日，信長於虎御前山布陣，命森可成（もりよしなり）、坂

井政尚（さかいまさひさ）、斎藤利治（さいとうとしはる）、柴田勝家、

佐久間 信盛（さくまのぶもり）、蜂屋頼隆（はちやよりたか）、木下

秀吉（きのしたひでよし；即豐臣秀吉）及丹羽長秀（にわながひで）

等人放火燒毀小谷城（おだにじょう；現今的滋賀縣長浜市湖北町伊部）

周圍的城市。 
  6 月 22 日，織田信長命令簗田広正（やなだひろまさ）、中条家忠

（ちゅうじょういえただ）、佐々成政（さっさなりまさ）等人率領槍、

砲軍 500 人、弓兵 30 人，自己殿後暫時撤退。 
  6 月 24 日，信長包圍了橫山城（よこやまじょう；現今的滋賀縣

長浜市堀部町、石田町），自己則在竜ヶ鼻（りゅうがはな）布陣，此

時，德川家康與信長會合，也於竜ヶ鼻布陣。另一方面，浅井長政的援

軍朝倉景健（あさくらかげたけ）率領 8,000 援兵抵達，於小谷城東邊

的大依山布陣，其兵力共計 13,000 人（浅井 5,000 人、朝倉 8,000 人）。 
  6 月 28 日天明前，浅井、朝倉將軍隊分成 2 隊，分別於野村、三

田村布陣。德川家康率軍攻打三田村、信長及西美濃三眾人（にしみの

さんにんしゅう；稲葉良通 （いなば よしみち）、氏家直元（うじい

えなおもと）、安藤守就（あんどうもりなり））則攻打野村。 
  戰役於晚上 6 點開戰，為一場激勵的戰爭。德川家康因看浅井、朝

                                      
11 「上洛」即為前往京都之意。織田信長將落難而請求庇護的將軍足利義昭成功的護送回京都，並掌握了

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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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聯軍的戰鬥隊形很長，便命榊原康政（さかきばらやすまさ）從側面

攻擊。首先朝倉軍潰敗，之後浅井軍也潰散，而織田‧德川獲得最後的

勝利。不久，橫山城降伏，信長便命木下秀吉鎮守此城（ウィキペディ

ア, 2016）。 
 

3. 影響： 
  此戰役讓浅井及朝倉帶來很大的損失。浅井政長最為信賴的重臣遠

藤直経（えんどうなおつね）、弟弟浅井政之（あざいまさゆき）、浅井

政澄（あざいまさずみ）、弓削家澄（ゆげいえずみ）、今村氏直（いま

むらうじなお）等浅井家的中心重要武將全部戰死；而朝倉家則是真柄

直隆（まがらなおたか）、真柄直澄（まがらなおすみ）、真柄隆基（ま

がらたかもと）等戰死。而織田方面則為坂井政尚的兒子坂井尚恒（さ

かいひさつね）戰死。 
 
 
1-3 本能寺之變 
 
   

 
1. 背景： 

  此戰役發生於 1582 年（天正 10 年）6 月 2 日，為明智光秀謀反起

兵襲擊投宿於京都本能寺的織田信長（武光, 2009）。然其謀反的動機

眾說紛紜，最被眾人所知的就是「光秀怨恨說」。除此外，尚有「光秀

野心說」、「四国問題說」、「憔悴說」、「將來不安說」、「黑幕、関与、共

謀說」、「信長的不人道說」等說法（HNK Online, 2016）。 
 
（1）怨恨說： 

  因憎恨信長在眾人面前公然侮辱自己，而因產生怨恨，起心

謀反。 
 

（2）野心說： 
  光秀原本心中就有爭奪天下的野心，因而產生謀害自己的君

主取而代之的想法，進而叛變。 
 

（3）四国問題說： 
  若被急性子的信長認為無能，最壞的情形，可能就是被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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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土。看到失寵的家臣的情況，光秀感到害怕，因而謀反。 
 

（4）黑幕、関与、共謀說與豐臣秀吉共謀說： 
  在那個時代的人皆有可能是幕後的操控者，如：光秀曾經服

從的將軍足利義昭、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本願寺、朝廷、天皇…
等，這些人都有可能是光秀謀反的幕後操控者。 

 
（5）信長的不人道說（信長の非道）： 

  織田信長非常的不人道，為了阻止他的不人道，因而反叛。 
 

2. 過程： 
    羽柴秀吉在備中的高松城與毛利氏對峙時，向織田信長請求支援。

織田信常便命令明智光秀遠征中國地區，自己則帶著親侍親征，從安土

城前往京都，並留宿於本能寺。明智光秀為了遠征中國地區而組織了

13,000 餘名大軍，在領地丹波的龜山城整軍待發。這時幾乎所有的織

田軍都在遠征當中，京都附近的防禦幾乎是真空狀態，只剩單羽長秀、

織田信孝等人為了準備跟織田信長遠征四國而留守在大坂的 8,000 名

兵力（雙葉社, 2012）。 
    明智光秀從龜山城出發，朝東邊取道京都。這時光秀已經暗自下定

決心要背叛織田信長，行軍途中也向明智秀滿（明智光秀之女婿）、齋

藤利三透漏造反意圖時，也未遭到反對。 
    「敵人就在本能寺！」明智光秀下令全軍前往京都，渡過鴨川後，

全面準備攻擊。這時明智軍的士兵也知道明智光秀的謀反意圖，但是仍

然聽從命令準備進攻織田信長留宿的本能寺，以及織田信忠留宿的妙覺

寺。 
    大軍將本能寺團團包圍，本能寺中只有織田信長、森藍丸及其他侍

童，雖然號稱有 300 人，但實際上能做戰的只有不到 50 人。 
    織田信長從熟睡中清醒，當他得知攻進來的是明智光秀之後就不嘗

試逃脫。織田信長剛開始以長槍奮勇抵抗，然而因明智軍人數眾多無法

抗敵，而回到寢室中放火並自我了斷。然而，因事後明智秀滿找不到信

長的屍體，故針對信長的生存，也有多種說法。 
 

3. 影響： 
  本能寺之變後，一心想統一天下的織田信長無法完成目標，則由豐

臣秀吉取而代之統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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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 
 
  織田信長取得政權後，推行了一些政策。 
 
2-1 「楽12市楽座13（らくいち・らくざ）」 
 
    織田信長在近江六角氏的領地首次看到樂市和樂座後，便推行此政策。 
    在當時有幾個城市的商人及工人成立了樂市場，然而一旦到了比較大的

城市，通常都必須先加入商人組成的座（ざ），但想要加入座就得先取得會員

權“株＂。獲得此權卻相當的困難，必須透過親兄弟繼承或是以大筆的金錢

購買才行。 
    為了推行此政策，織田信長則貼出了這樣的公告「只要繳納一定的營業

稅，誰都可以做買賣」，這在當時「加入座是理所當然的」的商業社會來說，

織田信長的作法確實是超越常理（武光, 2009）。 
 
2-2 廢除關所14 
 
    戰國時期最主要的財源就是農民繳納的稅金。然而因為戰爭的擴大靠農

民的稅賦，資金必然不足，因此，織田信長找到了另外一個方法，也就是“廢

除關所＂。 

    室町時代，日本到處都設有關所。當地豪族也靠著關所向來往的百姓搜

刮財物，關所使街道的通行相當不順暢，影響了行人與貨物的交流。但當時

的豪族卻認為從關所收取費用來中飽私囊是一件理所當然的事，民眾也覺得

繳納通行費是理所當然的事。然而，織田信長認為，與其給當地的豪族中飽

私囊，不如廢除關所促進一般百姓的發展，如此才能讓國家更加的蓬勃發展

（武光, 2009）。 
 
2-3 淘金潮 

 
    戰國時代也是一個淘金時代，各國大名積極促進農業與商業的同時，也

全力開採金山銀山。在日本金山及銀山超過 30 座以上，為了募集戰爭的資

金，農業、賦稅、貿易、淘金，都是戰國大名強化本國經濟的資金來源，因

                                      
12 樂：自由化之意（小和田, 2009）。 
13 座：指平安至戰國時代的工商業者、演藝人員組成的公會（小和田, 2009）。 
14 關所：關卡、關口（維基詞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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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戰國時代也可說是淘金潮的時代。連以「農業收入才是立國之根本」為考

量的德川家康也相當熱衷於收集金銀（武光, 2009）。 
 
2-4 兵農分離（創設常備軍） 

 
    數百年前的日本，武士與農民並無明確的區隔，戰爭來時農民即是武士，

也就是說武士是武裝的農民。平時務農，戰爭時就打仗，但是到了農務繁忙

卻有戰役之時，就無法農收。 
    武士平時務農，加上住的地方距離大名很遠，因此大名在農忙時期無法

招募士兵，也無法發動戰爭。然而到了織田信長以後此情況就改變了。 
    織田信長推行的「兵農分離」時，堪稱是一項大革新，織田信長命令武

士放棄務農住到城下成為專業的常備軍。把武士當成職業的戰鬥人員來訓

練，並且給予收入的保障，藉此來提高軍隊素質，此保障收入又招來了更多

的士兵，軍隊就能成為一個大組織而起作用。 
    此制度後來由豐臣秀吉繼承，豐臣秀吉統一天下之後，開始大規模的清

茶田地、沒收武器，以穩固對領地的統治。為了計算地租，徹底調查土地所

有權關係，並沒收農民、漁民的武器，以防止農民叛變和一揆起義。 
    士兵和農民由此完全區分開來，戰國大名遂能更自由地經營領國（小和

田, 2009）。 
 
2-5 政教分離 
 
    宗教只要不跨越界線，其實織田信長對宗教是非常寬容的，不過織田信

長非常厭惡宗教干涉政治。事實上這個時期的宗派大寺廟擁有很多僧兵及領

地，成為半軍事化的組織。讓寺院這樣肆意妄為的就是這句關鍵「敢阻撓我

的話就會遭天譴」。別說是武士，當時上至公卿下至庶民，全部都對天譴、詛

咒、調伏15深信不疑，也因此不敢插手干涉寺院。 
    不過在這之中，織田信長是少數幾個對神佛崇拜的觀念相當淡薄的人，

正因如此，織田信長在 1517 年（元龜 2 年）絲毫不感到害怕而火燒宗教聖

地比叡山（武光, 2009）。 
    在織田信長推行的改革政策，政教分離、商業自由化、兵農分離等各方

面的政策下，這些政策並沒因他的死亡而消逝，反而由他的繼承人豐臣秀吉

以及德川家康繼承並推行，成為戰國時代朝向現代化前進的最大因素。由此

                                      
15 調伏：詛咒 （武光城,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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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織田信長所推出的政策不僅影響當時的社會，對日後的日本社會而言，

也是影響深遠的政策，織田信長可說是改革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武光, 2009）。 
 



 
 
 
 
 
 
 
 
 
 
 
 
 
 
 
 

第四章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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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論 
 
  日本戰國時代，是個充滿戰亂的時代，也是人才輩出、群雄爭霸的時代。

然而，在這個時代中著名的人物裡，最吸引我的，卻是差一點就統一日本的

赤鬼「織田信長」。因此，本專題將以織田信長為探討對象，針對（1）織田

信長的生平與特質、（2）織田信長的戰略及戰績、（3）織田信長的其死亡等

問題，深入探討。其結果如下： 
 
（1）織田信長的生平與特質： 

  織田信長為戰國．安土桃山時代中有名的武將，與豐臣秀吉、德

川家康並稱為「三英傑」，也是造就之後「終結戰國動亂、全國統一」

的人物（相賀, 1985）。於 1534 年出生於尾張國，死於 1582 年，享

年 49，是古渡城主織田信秀的第 3 個兒子，為正室所生。2 歲時即

成為那古野城城主，幼名為吉法師，於 1546 年 13 歲時，因「元服」

而改為「三郎信長」（相賀, 1985）。 
  幼年至青年時期因有太多奇怪的行為，故而被周遭的人稱為「尾

張大傻瓜」。對於出身的高低並不太拘泥，與一般的人民一樣，與鄉

鎮的年輕人一起玩耍。此外，當他還是世子時，常做出另父親信秀吃

驚的事，從小就顯示出了他的膽識；與松平竹千代一起渡過幼年時期

（維基百科, 2016）。 
  織田信長於 1547 年第一次出征三河，之後為緩和當時緊張的戰

事，與美濃齊藤道三的女兒聯姻，於繼承了家督之位。起初，自稱「藤

原氏」，後因室町幕府為源氏，由「源平交替思想」而改稱為「平氏」

（相賀, 1985）。 
  1554 年，織田信長將據點從古野城遷到清洲城，之後並經幾次

的遷移，最後於 1576 年建築安土城。其一生經歷幾次的加官進爵，

最後於 1582 年的本能寺之變而自戕。死後，被追封為「従一位太政

大臣」、「正一位」。 
 織田信長的名言很多，其中，以「幸若舞」中的一節「敦盛」裡的

「人間五十年、化天のうちを比ぶれば、夢幻の如くなり 一度生を

享け、滅せぬもののあるべきか これを菩提の種と思ひ定めざらん

は、口惜しかりき次第ぞ」最為喜愛。 

  此外，身為武將的信長，喜歡前所未有的刀，因此，不論是自己

收集、或是他人獻上的，在他的身邊收集了很多天下的名刀。其中，

以「へし切長谷部」、「宗左三文字」、「薬研藤四郎」最為人知。 
  織田信長雖是個武將，但卻勇於向人請教、重視禮法，也是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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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有謀的軍事家。所使用的家徽有「揚羽蝶」、「木瓜紋」、「永樂通宝」、

「二つ引両」、「桐紋」、「十六葉菊」、「無の字の紋」等。 

 
（2）織田信長的戰略及戰績、死亡： 

  織田信長一生中的主要戰役共 42 場（雙葉社, 2012），其中最具

決定性的戰役有 3 個，分別是「桶狹間之戰」、「姉川之戰」以及「本

能寺之變」。 
  「桶狹間之戰」是織田信長以寡敵眾、並奇襲成功的戰役，此戰

役也是日本歷史上有名的三大奇襲戰役之一。「姉川之戰」為織田信

長為了報復浅井長政而發動的戰役，戰爭結束後，浅井、朝倉失去了

多位重臣、織田信長則失去了坂井尚恒，雙方人馬損失慘重。此外，

橫山城降伏，信長命豐臣秀吉鎮守此城，豐臣秀吉成為該城的城主。

「本能寺之變」為明智光秀謀反之戰役，織田信長於 1582 年在京都

本能寺遇害，未能完成統一天下之夢想，成為終身之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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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來課題 
 
  關於織田信長的生平、戰績、政策…等雖透過此專題的製作而有些了解，

然而在尋找文獻資料中，仍有很多疑點無法釐清。因此，這些問題點，將成

為筆者的課題，期望透過問題點的解決，能更加了解織田信長。 
 
（1）織田信長喜愛刀，然而喜愛的原因並不清楚，因此，針對此，需進

行更深入的探討。 
（2）明智光秀謀反的原因眾說紛紜，何者為真，雖無法下定論，然而，

最確切的原因為何，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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