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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背景以日本戰國時期這個充滿混亂的時代作為研究的方向。弱小的

國家臣服於強大的國家用送人質的方式，表示自己不會違背自己的主君。同

時這充滿戰爭的時代，也出現一堆英雄豪傑。而伊達政宗就是日本戰國時期

最後一名英傑，他可以說是日本歷史上戰功顯赫、出類拔萃的猛將。我們的

動機是想了解伊達政宗(だてまさむね)如此奇貌不揚的一個將軍為什麼可以

利用高強的軍事手腕，以及運用他的智慧帶領著軍隊，創造出許多輝煌的戰

役，這是筆者想要去探討的。 

 

本研究意義： 

壹、可以更加的認識日本的一代名將，使筆者了解關於伊達政宗的一切，更

值得筆者去探討。 

 

貳、了解伊達政宗各個有名的戰役以及識人手腕。 

 

参、伊達政宗是日本歷史上戰功顯赫、出類拔萃的猛將，為什麼就連豐臣秀

吉都想要除掉他。伊達政宗是個獨眼的人，這一個相貌特徵使他在日本戰國

時期的眾多英雄中尤為醒目，筆者頗感興趣想要去探討這位一代英雄。 

 

本研究發現： 

經由本研究讓筆者深入了解，並發現了伊達政宗在日本的戰國時代佔有

重要的一息之地。只剩一眼的伊達政宗，依舊創造出很多輝煌的戰績，他的

精神以及處事態度都是筆者值得學習的地方。 

 

 

 

 

 

 

 

 

 



要旨 

 

研究の背景と動機： 

日本で背景を研究して戦国の時期にこれが混乱する時代の行為を研究す

る方向になります。弱小の国家は強大な国家で人質を送る方法で臣下とし

て従って、自分が自分の主な君をうらぎることはでき(ありえ)ないと表現

しました。同時に、これは戦争の時代では、ひと山の英雄豪傑がも現れま

した。伊達政宗に従うのが戦国の時期日本最後に 1 名の英傑で、彼は日本

の歴史の上で軍功が輝かしかったです。 

 

研究の意味： 

一、いっそう日本の 1 世代の有名な将軍が理解できてきました。伊達政宗

のすべてに関して、更に筆者は探求し甲斐があります。 

 

二、伊達政宗のそれぞれに有名な戦役人を見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計略を理

解しようとします。 

 

三、伊達政宗は日本の歴史の上で軍功が輝かしかったですが、抜群に優れ

ている猛者で、どうして豊臣秀吉のさえ彼を除きたいかを理解しようとし

ます。 

 

研究の結果発見する： 

当研究を通じて筆者に深く突っ込んで理解させて、そして伊達政宗を発

見して日本の戦国時代で重要なやめる地位を占有します。ただ 1 つの伊達

政宗だけに残って、依然としてたくさん光り輝く戦果を創造して、彼の精

神および事を処理する態度は、すべて筆者が学ぶ所に値するの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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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動機以日本戰國時期這個充滿混亂的時代作為研究的方向。弱小的

國家必須臣服於強大的國家，並利用送人質的方式，表示自己不會違背於自

己的主君。同時在這個充滿戰爭的時代，也出現了很多的英雄豪傑。而伊達

政宗就是日本戰國時期最後一名英傑，他可以說是日本歷史上戰功顯赫、出

類拔萃的名將。而筆者的動機則是想要了解伊達政宗(だてまさむね)，如此

奇貌不揚的一位將軍，是怎麼樣運用高強的軍事手腕，以及運用他的智慧帶

領著軍隊，創造出許多輝煌的戰役，令後世驚歎不已，這是筆者想要去探討

的理由。 

 

第二節 研究意義與目的  

 

將一些所知但零散的史實，經由這次製作的專題，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

筆者的主題-伊達政宗。藉由相關書籍和搜集網路的各方資料，可以讓筆者了

解伊達政宗的歷史、戰役、兵法以及外交手腕，筆者具體而言有下列三個目

的： 

 

壹、可以更加的認識日本的一代名將，使筆者更加的了解關於伊達政宗的一

切，更值得筆者去探討。 

 

貳、了解伊達政宗各個有名的戰役以及識人手腕，伊達政宗曾說過一句有名

的話警惕後代子孫「仁，過分了就是軟弱；義，過分了就是頑固；禮，過分

了就是諂媚；智，過分了就是虛偽；信，過分了了就會招致損害」。 

 

参、伊達政宗是日本歷史上戰功顯赫、出類拔萃的猛將，為什麼就連豐臣秀

吉都想要除掉他。伊達政宗是個獨眼的人，這一個相貌特徵使他在日本戰國

時期的眾多英雄中尤為醒目，筆者頗感興趣想要去探討這位一代英雄。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共分為質性研究以及定量研究，兩種研究方法。質性研究共分

為 5 種。其中分為內容分析法、歷史研究法、參與觀察法、個案研究法、人

種誌。定量研究則分為 5 種。其中為實驗研究法、調查研究法、結構化的觀

察、相關研究法、事後回朔法。因為本專題屬於歷史性質，所以筆者選擇以

歷史研究法為主，相關研究法為輔。使用歷史事件為主要的資訊，蒐集並用

客觀的想法製作，追求史實的可信度以及意義，做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幫

助筆者更加了解與未來的研究。 

 

經由本專題讓筆者深入了解，並發現了伊達政宗在日本的戰國時代佔有

重要的一息之地。伊達政宗生於永祿十年（1567年），出生於出羽國米澤（今

山形縣米澤市）的米澤城，幼名梵天丸，據說是滿海上人投胎轉世。在年幼

的時候由於罹患疱瘡(ほうそう)失去了右眼的視力，也因此後世皆稱之為獨

眼龍(どく がんりゅう)。只剩一眼的伊達政宗，依舊創造出很多輝煌的戰績，

他的精神以及處事態度都是筆者值得學習的地方。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專題在進行研究時，可能產生以下三點限制： 

壹、由於經費的緣故，筆者並不能前往日本實地勘查、深入訪談與蒐集資料。 

 

貳、由於伊達政宗的日文資料較多，所以筆者去查閱了許多日文歷史書，但

資料中有許多專有名詞及沒碰過的單字，所以費了不少功夫在翻譯上面，由

於時間上的考量，不能花費太多時間，使得在翻譯速度上有些挑戰。 

 

参、由於伊達政宗的所在的年代是西元 1567 年到西元 1636 年，所以筆者不

能實地去查證，書上的資料是否為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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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伊達政宗生平 

 

第一節 成長 

 

伊達政宗是生於永祿(えいろく)十年（1567年），出羽國（でわのくに）

的米澤城。父親是伊達家主·伊達輝宗(てるむね)，母親是山形城主·最上義

守（もがみよしもり）的女兒·義姬(よしひめ)。伊達政宗因年幼的時候罹患

了疱瘡(ほうそう）1，失去了右眼的視力，因此後世稱伊達政宗為獨眼龍 (ど

く がんりゅう)。 

在那個時候的日本，有力的戰國大名以全國統一作為目標反復戰鬥。織

田信長已經在桶狭間戰勝了今川義原，在 6 年後的天正元年(1573)時毀滅室

町幕府。政宗就是在那樣的年代出生的，為伊達家 17世滿心期待的這個孩子，

被命名為了梵天丸(ぼんてんまる)。 

輝宗為了接班人梵天丸的教育，從美濃國找來一位名僧虎哉宗乙（こさ

いそういつ）。虎哉曾一度拒絕前往米澤，但在輝宗強烈的拜託下，在元龜 3

年(1572)時來資福寺院，成為了當時 6歲梵天丸的老師。 

在這個時候的梵天丸，因為天花而導致了右眼失明。政宗考慮從父母授

予的身體，缺乏一部分是不孝的人，所以在製作圖像的時候，描繪上了右眼。

天正 5年(1577)，11歲的梵天丸元服2，改名成了政宗。 

這個名是以 9世的「政宗」命名，輝宗對於伊達家有很大的期盼。2年後

和三春城主·田村清顯的女兒·愛姬結婚(めごひめ)，在 2 年後便是第一次作

戰出征。 

天正 12年(1584) 輝宗將繼承人轉讓給政宗後便隱居了。政宗在 18歲的

時候成為了伊達家的家主。3 

 

                                                 
1
 即天花，天然痘（てんねんとう）患者一般在染病後的 12天內，出現包括發燒、肌肉疼痛、頭

痛等近似普通感冒的症狀。幾天後，其口咽部分的粘膜會長出紅點，身體多處地方亦會長出皮疹

（以臉部居多）。 
2
「元」是頭的意思，「服」是穿的動詞意思。解釋為「頭戴帽子」,也有戴帽子和初次戴帽子的意

思。公卿家女子成年時衣冠禮是用著這個詞。 
3仙台市博物館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syuuzou/date/01.html#0101ChromeHTML\Shell\Open\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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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達政宗出生在出羽國，是位在現今日本山形縣東北地方西南部地區，

臨日本海沿岸。政宗在年幼時，因罹患了天花而失去了右眼的視力，這也是

因此後世稱政宗為獨眼龍的原因。幼名為梵天丸，據說是滿海上人投胎轉世。

11歲的梵天丸元服，改名成了政宗。伊達政宗 2年後和三春城主·田村清顯的

女兒·愛姬結婚(めごひめ)，在 2年後便是第一次作戰出征。天正 12年(1584)

輝宗將繼承人轉讓給政宗後便隱居了。政宗在 18歲的時候成為了伊達家的家

主，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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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領土變遷 

 

伊達政宗的初陣是在天正 9 年(1591)、15 歲的時候。隔年，本能寺事變

織田信長死亡，豐臣秀吉很快地討伐明智光秀成為了信長的繼任者。 

 

此時的東北地區，最上、葛西、大崎、相馬、岩城、葦名等有力大名的

各自城建造而成。福島縣中通的地方由田村、畠山、石川、二階堂、白川小

的勢力給佔據了。 

 

戰亂最高潮是在天正 13年(1585)，父親輝宗，被二本松城主畠山義継殺

了。政宗便開始進行復仇的戰鬥。被稱為人取橋（ひととりばし）合戰，為

伊達成實（しげざね），政宗於隔年得手了二本松城。此後經過幾個戰鬥天正

17年(1589) 終於摺上原之戰中會津的葦名義広（あしなよしひろ）擊敗了。 

 

東北地方的南部，除了相馬領地大部分都成為政宗的，成為家主的第 5

年，23歲的政宗是在伊達家的歷史中獲得最大的領土的。 

 

 

政宗的初陣是在 15 歲的時候。而戰亂最高潮是在天正 13 年(1585)，伊

達政宗的父親輝宗被二本松城主畠山義継殺了。政宗便開始進行復仇的戰鬥，

被稱為人取橋（ひととりばし）合戰。然而在天正 17 年(1589) 摺上原之戰

中會津的葦名義広（あしなよしひろ）擊敗了。成為家主的第 5 年，23 歲的

政宗，在伊達家史上獲得最大的領土的一位家主，令人為之驚嘆。4 

 

 

 

 

 

 

 

 

 

                                                 
4仙台市博物館-戦国武将 

http://www.city.sendai.jp/kyouiku/museum/syuuzou/date/01.html#0101ChromeHTML\Shell\Open\

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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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豐臣秀吉家臣時代 

 

在於天正十八年（1590年），豐臣秀吉出兵北條寺小田原城，並下令伊達

家派兵協助，但是因為戰前中欺騙了秀吉，政宗遲遲沒有做出決定，幸而片

倉景綱提醒下，部隊遲了出發，秀吉曾打算將政宗處死，於是政宗將其部隊

穿上全白裝束上陣，已表示忠誠。戰後由於出兵有利，所以伊達家才能保有

原本的領地，而失去了會津一帶的領地。 

 

秀吉的小田原攻圍(小田原征伐）是在天正 18 年(1590 年)的 5 月，淺野

長政被小田原催促參戰，政宗 5 月 9 日在會津出發經過作為同盟國上杉名勝

的所領土地的越後國、信濃國經由甲斐國到了小田原。秀吉的兵動員數考慮

政宗為秀吉隸屬，秀吉雖然沒收了會津領地，伊達家的本領安堵5有 72萬石（大

概繼承人繼承時的所領土地）。在這個時候，追問之前田利家們提出想接受一

千利稍息的茶的指導，秀吉覺得很感嘆。這個行為與知道的秀吉的艷麗愛好

的性格行為能傳達。政宗為秀吉隸屬不久，北條氏政·北條氏直接父母和子女

為秀吉投降，進城給政宗的居城·黑川城的秀吉進行了奧州懲罰。在這裡秀吉

的日本統一達成了。 

 

江戶時代仙台藩第 4代藩主·伊達綱村（政宗的曾孫）作出的《伊達治家

紀錄》中，小田原參陣之前，哥哥最上義光鼓動義姫而被毒死了，義姫懲罰

弟弟的伊達小次郎代替為了將斬殺了義姫老家逃走的寫著，這是一般的說

法。但實際上義姫之後也是伊達家停留，政宗的朝鮮出兵的時候母子親近書

信往來。義姫老家山形城往突然離家出走的就是這 4 年後的一次史料中已經

明確了。這個「毒殺未遂事件」的身份，也有為掃除反政宗派狂言的說法。 

 

天正 19 年（1591 年），協助蒲生氏鄉一起平定葛西大崎一揆，氏鄉則用

政宗寫的書信得到了的事發的開端。另外，政宗從京都作為人質的夫人是假

的，一起起義政宗的旗幟和旗豎立著等的傳言，都傳到秀吉的耳朵。政宗被

傳喚上京，證明起義煽動的文書是假的。向秀吉表明，米澤城 72萬石從玉造

郡岩手澤城 58萬石减少轉封了。 

這個時候，秀吉從羽柴那裡被賜予名字，據點的岩出山城大崎氏舊領地

的事，政宗是「羽柴崎侍從」之稱。 

 

                                                 
5【ほんりょうあんど】古代末期到近代在日本的土地私有制度，主人（或統治者）對家臣（或被

統治者）指保證·承認所領土地知行(土地權利)和地方工作的存在·繼續·遷移等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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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祿 2年（1593年）在秀吉的文祿之役6從軍。從軍時政宗讓伊達家的部

隊定做很絢爛豪華的兵隊裝束，在京都的路上街頭巷尾的傳言。有 3000人或

1500 人的軍勢紀錄。其他的軍勢通過時，京都居民也是靜靜地注視著的伊達

軍的軍裝。據傳，這以來喜好穿著華麗的打扮稱為「伊達者（だてもの）」。

在朝鮮半島和平談判中的日本軍朝鮮南部沿岸的築城之際，築城被免除了，

不管秀吉斷糧草的供給，政宗還是沒有參加慶長之役。 

 

文祿 2 年以後淺野長政作為代理，把伊達政宗成為豐臣政權的莞道。文

祿 5年 8月 14政宗請求的信件，長政態度不耐心的將絕緣信送出宣佈絕交。

早就選擇服從於秀吉的五大老大名7不同，政宗與北條氏結盟，和秀吉對立的

原因，五大老沒有被選上了。 

 

文祿 4年（1595年），秀吉謀反的嫌疑被豐臣秀次切腹。秀次和親近的政

宗的周辺緊迫的狀態，此時外婆表姐相當最上義光的女兒·駒姫，成為秀次的

側室，為了上京的滅亡。秀次的妻子們一起被處死。政宗及秀吉謀反參與被

懷疑，伊予國的减少轉封命令一起這樣了，湯目景康·中島宗求上訴的甲斐也

有最終被赦免。但是，在東京的重臣的 19名連署，政宗叛心被懷疑立即隱居，

讓家督之為兵五郎（秀宗）家業意思的誓約被強迫。秀吉死後，政宗和五大

老·德川家康天下人了秀吉的遺言。慶長 1599年，政宗的長女·五郎八公主與

家康六男·松平忠輝訂婚了。8 

 

 

 

 

 

 

 

 

 

 
                                                 
6【ぶんろくのえき】文祿元年（1592年），豐臣秀吉和李氏，朝鮮派兵去舉行的戰役。所謂“豊

臣秀吉出兵朝鮮”著稱。 
7打倒强大的統治成了大領主。戰國大名。 
8日本戰國 歷史 名將言行錄  

http://scott52068.pixnet.net/blog/post/28832750-%E4%BA%BA%E6%B0%A3%E7%A0%B4%E

8%90%AC%E7%B4%80%E5%BF%B5%EF%BD%9E%E4%BC%8A%E9%81%94%E6%94

%BF%E5%AE%97%E7%8F%8D%E8%B2%B4%E5%BD%B1%E7%89%87%E5%8F%AA%

E6%9C%89%E9%80%99%E8%A3%A1%E6%9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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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十八年（1590年），秀吉向伊達家申報上洛，政宗都採取不理睬，因

為從父親·輝宗的時代就有和北條氏有同盟的關係，應該與秀吉作戰還是跟小

田原參戰，這之前都非常的困惑。小田原攻圍是在同年的 5 月，政宗 5 月 9

日在會津出發，經由作為同盟國上杉名勝的所領土地的越後國、信濃國，經

由甲斐國到了小田原。秀吉雖然沒收了會津領地，伊達家的本領安堵有 72萬

石（大概繼承人繼承時的所領土地）。 

1591 年，協助蒲生氏鄉平定葛西大崎一揆，但氏鄉卻說政宗與一揆軍內

通，於是政宗為了此事再次上京解釋，證明該書物是偽造後，而秀吉則決定

改封政宗至岩出山城 58萬石，但米澤等地則被沒收故是減遷。 

1595年獲批准回日本。他沒有參與慶長之役。1599年將嫡女五郎八姬與

松平忠輝婚姻。自此就與德川家康有親近的關係。在關原之戰時支持東軍，

雖然無法直接參與在關原的本戰，但是政宗在長谷堂城之戰接受了最上義光

的求援，派遣留守政景支援長谷堂城的戰況，使直江兼續無法攻下長谷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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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仙台藩主  

 

由於關原之戰所屬的德川軍取得了勝利，因此政宗的領地得以保留。家

康原定安排政宗成為 100 萬石大名，但是因為被揭發煽動和賀忠親引發岩崎

一揆，只能由原來石高 57 萬增封為 62 萬的大名，成為仙台藩主，隨後立即

築起仙台城及城下町，當時仙台城仍為山城，在山下設下城下町，仍有統一

天下之心。 

 

參與了由德川對豐臣的大坂冬之陣及大坂夏之陣等著名戰鬥，在夏之陣

的道明寺之戰於譽田與真田信繁部隊激戰，在天王寺·岡山之戰，曾經向我方

神保相茂部隊自相殘殺以鐵炮部隊使之全滅，之後神保遺臣透過水野勝成喊

冤，要求德川家要政宗需對事件作出解釋。但是最終幕府沒有對伊達政宗的

行軍作出任何懲罰。 

 

此外政治方面，更於慶長十八年（1613 年）派遣家臣支倉常長到羅馬與

教廷使節會面長達七年，成功在外國進行貿易。亦成功將仙台一帶成為經濟

的重心。 

 

寬永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1636 年 6 月 27 日），已隱居的政宗於江戶因

食道癌病逝，享年 70歲，死前德川幕府三代將軍德川家光親自探望，幾日後

離世。法名瑞巖寺殿貞山禪剎大居士，墓所在瑞鳳殿，家臣 15人及陪臣 5人

殉死。 

 

德川幕府成立後，曾多次任將軍的上京供奉。曾說「願早生二十年，成

就如信長公霸業」，他雖有作一番時業的志向，卻難逃生不逢時的厄運。9 

 

 

 

 

 

 

 

                                                 
9仙台藩主-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9%81%94%E6%94%BF%E5%AE%97#.E4.BB.

99.E5.8F.B0.E8.97.A9.E4.B8.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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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關原之戰取得了勝利，政宗的領地才能保留。由原本石高 57萬增封為

62 萬的大名。政宗成為仙台藩藩祖，隨後立即築起仙台城及城下町，因德川

對豐臣的大坂冬之陣及大坂夏之陣等著名戰鬥，之後神保遺臣透過水野勝成

喊冤，要求德川家要政宗需對事件作出解釋。 

慶長十八年（1613 年）派遣家臣支倉常長到羅馬與教廷使節會面長達七年，

成功在外國進行貿易。 

寬永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1636 年 6 月 27 日），已隱居的政宗於江戶因

食道癌病逝，享年 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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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伊達政宗相關人物 

 

第一節 家人 

 

首先來介紹伊達政宗的家人們，包含政宗有哪些妻妾和子女們。 

 

祖父：伊達晴宗（だて はるむね）。 

祖母：久保姬（くぼひめ）。 

父親：伊達輝宗（だて てるむね）。 

母親：義姬（よしひめ）。 

弟弟：伊達政道（だて まさみち）。 

弟弟：伊達秀雄（だて ひでお） 。 

妹妹：千子姬（ちこひめ）。 

 

妻妾 

正室：愛姬（田村清顯之女）。 

側室：新造之方（六鄉伊賀守之女）。 

側室：飯坂之局（飯坂宗康之女，松森御前）。 

側室：塙氏（塙直之女，祥光院）。 

側室：阿山方（柴田宗義之女）。 

側室：弘子姬（芝多長廣之女）。 

側室：勝女姬（多田吉廣之女）。 

側室：妙伴（村上正重之女）。 

愛妾：於種之方（香之前）（高田治郎右衛門之女）。 

 

子女 

庶長子：伊達秀宗（1591年－1658年）母側室新造之方，宇和島藩初代藩主。 

 

長女：伊達五郎八姬（1594年－1661年）母正室田村愛，松平忠輝正室，後

離婚。 

 

嫡子(次子)：伊達忠宗（1599年－1658年）母正室田村愛，伊達家第十八代

當主、仙台藩第二代藩主。 

 

三子：伊達宗清（1600年－1634年）母側室新造之方，飯坂宗康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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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伊達宗泰（1601年－1638年）母側室塙氏，岩出山伊達家的家祖。 

 

五子：伊達宗綱（1603年－1618年）母正室田村愛，栗原郡岩崎城城主。 

 

六子：伊達宗信（1603年－1627年）母側室阿山方，栗原郡岩崎城城主。 

 

七子：伊達宗高（1607年－1626年）母側室阿山方，柴田郡村田城城主。 

 

次女：伊達牟宇姬（1608年－1683年）母側室阿山方。 

 

八子：伊達竹松丸（1609年－1615年）母正室田村愛，早夭若沒夭折，會繼 

 

承母親的田村宗家。 

 

九子：伊達宗實（1613年－1665年）母側室弘子，伊達成實的養子，亙理伊 

 

達家當主。 

 

三女：伊達岑姬（1616年－1635年）母側室於勝女，伊達安藝宗實室。 

 

十子：伊達宗勝（1621年－1679年）母側室於勝女，一關藩藩主。 

 

四女：伊達千菊姬（1626年－1655年）母側室妙伴，京極高國室。 

 

御落胤（私生子）子：亙理宗根（1600年－1669年）（實母為香之前，系譜 

 

上的父親記載為茂庭綱元，涌谷城主亘理重宗的養子，登米郡佐沼城主）。10 

 

 

伊達政宗這一生中，他的家人們扮演著很大的角色。看著政宗的妻妾和

兒女成群就瞭解這個男人不是省油的燈。 

 

 

 

                                                 
10伊達政宗家人-維基百科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C%8A%E9%81%94%E6%94%BF%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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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要家臣 

 

再來介紹伊達政宗的家臣們。 

 伊達成實（だて しげざね） 

 石川昭光（いしかわ あきみつ） 

 留守政景（るす まさかげ） 

 亘理元宗（わたり もとむね） 

 亘理重宗（わたり しげむね） 

 国分盛重（こくぶん もりしげ） 

 村田宗殖（むらた むねふゆ） 

 小梁川盛宗（こやながわ もりむね） 

 桑折宗長（こおり むねなが） 

 石母田景頼（いしもだ かげより） 

 岩城政隆（だて まさたか） 

 片倉景綱（かたくら かげつな） 

 茂庭綱元（おににわ つなもと） 

 白石宗實（しろいし むねざね） 

 原田宗時（はらだ むねとき） 

 後藤信康（ごとう のぶやす） 

 鈴木元信（すずき もとのぶ） 

 屋代景頼（やしろ かげより） 

 泉田重光（いずみだ しげみつ） 

 遠藤宗信（えんどう むねのぶ） 

 津田景康（ゆのめ かげやす） 

 大内定綱（おおうち さだつな） 

 猪苗代盛国（いなわしろ もりくに） 

 山岡重長（やまおか しげなが） 

 支倉常長（はせくら つねなが） 

 石田與純（いしだ よしずみ） 

 川村重吉（かわむら しげよし） 

 浜田景隆（はまだ かげたか）11 

這二十八位家臣，伴隨著伊達政宗左右，決策許多事，可說是功不可沒。

尤其是片倉景岡，與直江兼續被豐成秀吉合讚為「天下的二陪臣」。 

                                                 
11

 みちのくトリッパー 

http://michinoku-ja.blogspot.tw/2015/05/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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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伊達三傑 

 

接下來介紹的是人稱「伊達三傑」的三位男人。12 

 

 片倉景岡（かたくら かげつな） 

 伊達成實（だて しげざね） 

 茂庭綱元（おににわ つなもと）                  

 

 

在歷史上，人稱「伊達三傑」的這三位男人，實力上不容小覷。由於三

人的功績顯赫故稱「三傑」。片倉景岡為伊達家的軍師，而伊達成實在伊達家

是頭號猛將。兩人合稱「武勇首推成實、智謀則推景岡」的美譽。 

 

 

 

 

 

 

 

 

 

 

 

 

 

 

 

 

 

 

 

 

 

                                                 
12伊達三傑-維基百科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C%8A%E9%81%94%E6%94%BF%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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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伊達二十四名將 

 

最後介紹的是「伊達二十四名將」。13 

 

 亘理元宗（わたり もとむね） 

 片倉景綱（かたくら かげつな） 

 伊達成實（だて しげざね） 

 鬼庭良直（おににわ よしなお） 

 留守政景（るす まさかげ） 

 泉田重安（いずみだ しげやす） 

 白石宗實（しろいし むねざね） 

 後藤信康（ごとう のぶやす） 

 原田宗時（はらだ むねとき） 

 大條實賴（おおえだ さねより） 

 中村盛時（なかむら もりとき） 

 大河三河（たいが みかわ） 

 伊東重信（いとう しげのぶ） 

 黑木宗俊（くろき むねとし） 

 石田與純（いしだ よしずみ） 

 遠藤宗信（えんどう むねのぶ） 

 石川實光（いしかわ さねみつ） 

 齋藤永門（さいとうながかど） 

 津田景康（ゆのめ かげやす） 

 富塚宗總（とみつか むねそう） 

 小山田賴定（おやま よりさだ ） 

 小田邊勝成（こたべかつなり） 

 小粱川盛宗（こやながわ もりむね） 

 石母田宗賴（いしもだ むねより）                 

 

 

伊達政宗上赴戰場時，陪著政宗打下許多漂亮的戰績，就是有這些二十

四位將士的助力。 

 

                                                 
13伊達二十四將-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C%8A%E9%81%94%E6%94%BF%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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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伊達政宗事蹟 

第一節 伊達政宗-官階 

 

 1584年（天正 12）10月，繼承家督。 

 1585年（天正 13）8月，任從五下14美作守。 

 1586年（天正 14），轉任左京大夫。 

 1591年（天正 19）3月，轉任侍從，兼任越前守。 

 關白豐臣秀吉賜予「羽柴」姓。 

 1597年（慶長 2）晉昇從四位下、轉任右近衛權少尉。 

 1608 年（慶長 13）1 月，兼任陸奧守。幕府 2 代將軍德川秀忠賜予「松

平」姓。 

 1615年（元和元）6月 19日，晉昇從正四位下，補任參議，後辭任。 

 1626年（寛永 3）8月 19日，晉昇及轉任從三位權中納言。 

 1918年（大正 7）11月 18日，追贈從二位。15 

 

年紀輕輕的政宗於 18 歲時繼承家業，雖年經但藉由其厲害的領導能力將

伊達家帶入另一個高峰，也讓更多人見識到其膽識，後人稱:遲來的天下霸者。 

 

 

 

 

 

 

 

 

 

 

                                                 
14以近代以前的日本位階制度來說，從五位下以上者為貴族；從五位也能被拿來當作華族嫡男的別

稱。 

15伊達政宗官階-維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9%81%94%E6%94%BF%E5%AE%97#.E5.AE.9

8.E9.9A.8E.E8.A6.86.E6.AD.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9%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5%B6%E9%9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8%E5%A5%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B7%9D%E7%A7%80%E5%BF%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5%92%8C_(%E5%BE%8C%E6%B0%B4%E5%B0%BE%E5%A4%A9%E7%9A%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A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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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居城 

 

米澤城（今山形縣米澤市） - 永祿 10年（1567年）至天正 13年（1585

年） 

小濱城（今福島縣二本松市） - 天正 13年（1585年）至天正 14年（1586

年） 

米澤城（今山形縣米澤市） - 天正 14年（1586年）至天正 17年（1589

年） 

黒川城（今福島縣若松市） - 天正 17年（1589年）至天正 18年（1590

年） 

米澤城（今山形縣米澤市）- 天正 18 年（1590 年）至天正 19 年（1591

年） 

岩出山城（今宮城縣大崎市）- 天正 19年（1591年）至慶長 5年（1601

年） 

仙台城（今宮城縣仙台市） - 慶長 5 年（1601 年）至寛永 4 年（1627

年） 

若林城16（今宮城縣仙台市） - 寛永 4年（1627年）至寛永 13年（1636

年）17 

 

   在日本古代，擁有眾多居城，能彰顯自己功名顯赫，伊達政宗在歷史上表

現出屬於自己的豐功偉業。 

 

 

 

                                                 
16於 1628年改名為仙台城。 

17伊達政宗居城-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9%81%94%E6%94%BF%E5%AE%97#.E5.AE.9

8.E9.9A.8E.E8.A6.86.E6.AD.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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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著名戰役 

 

壹、藤次郎的初陣-相馬之戰-天正十年(1582) 

 

此戰，伊達政宗與父親輝宗一起出戰，共率軍約一萬五千。而年輕的政

宗，則自告奮勇率三千士兵打頭陣。 

 

伊達軍於三月二十九日出兵，政宗作戰的主要目標為大森城。其叔父留

守政景則率領三千人進攻小手森，藉以牽制敵人的兵力。至於由輝宗所率領

的本隊，則負責包圍金津城。 

 

首先，在阿武隈川河畔，政宗的部隊擊敗了相馬、田山、大內的聯合軍。

其後的四月二十六日，金津城主朝比奈十兵衛為守城的士兵所殺，首級並被

當作投誠信物送給輝宗，至此金津城終於落入伊達勢的手中。 

 

這之後，伊達勢隨即發兵包圍丸森城。並於六月三日落城。同一天，政

宗攻下金山城。18 

 

七月九日，徹底將相馬勢逐出伊具領的伊達勢勝利凱旋。伊達政宗的初

陣，以大獲全勝而告終。而無論是其父，還是伊達家的家臣們，都為年輕的

政宗的才能和氣概所折服。 

 

 

這場戰役是伊達政宗第一場戰役，對手為相馬義胤等人，但伊達政宗並

未因為初次登場就怯場，反而利用其機智及手腕，而使政場戰役大獲全勝，

也令其父輝宗與伊達家的家臣們，刮目相看。 

 

 

 

                                                 
18伊達政宗–台灣 WIKI 

http://www.twwiki.com/wiki/%E4%BC%8A%E9%81%94%E6%94%BF%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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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奧羽之龍的逆鱗—人取橋合戰- 天正十三年(1585) 

  

天正十三年伊達政宗聯合岳父田村清顯征伐大內定綱，畠山義繼與蘆名

氏發兵救援大內，但大內定綱兵敗逃亡，於是伊達聯軍便將矛頭轉向畠山氏

的二本松城。無法抵禦伊達軍攻勢的畠山義繼決定投降乞和，但最後仍保不

住二本松城，趁著一次和議的機會綁架了伊達政宗的父親伊達輝宗以為人

質，但伊達輝宗不願成為伊達政宗的顧忌，極力反抗，結果和畠山義繼互刺

雙亡。 

伊達政宗非常傷痛與憤慨，完成父親的頭七法會後，即往畠山家二本松

城，以為父報仇。然而當時正值嚴冬，陸奧地區大雪紛飛，一旦發動戰爭，

將會影響作戰及兵糧問題，但政宗不聽勸阻，仍堅持出戰。 

與此同時，陸奧南方大名佐竹義重為了阻擋日益強盛的伊達勢力，決定

支援二本松，糾結了蘆名、石川、二階堂、白河結城、相馬、岩城諸氏共 3

萬大軍迎擊，伊達政宗領軍 8 千名伊達軍還擊，但由於伊達軍兵力明顯處於

劣勢，在伊達政宗敗走後，身上多處重傷，其重臣鬼庭良直戰死，逼的伊達

政宗暫時戰退。19 

但佐竹軍的軍師佐竹義政(佐竹義重叔父)因為馬匹照料的問題叱責了家

僕，結果被其挾怨殺害，又加上忽傳安房的里見義賴及水戶的江戶重通侵略

佐竹領地的急報，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佐竹軍無意戀戰，大軍班師回國。 

      

 

這場戰役伊達政宗未聽勸阻，加上喪父之痛憤然出兵，由於兩方兵力差

距過多，使得伊達政宗屢戰屢退，也恰巧佐竹軍，因領土敵軍來襲，使得其

他聯軍也紛紛拔營退戰。 

 

 

 

 

 

                                                 
19人取橋之戰-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96%E6%A9%8B%E4%B9%8B%E6%8

8%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0%E7%AB%B9%E7%BE%A9%E9%87%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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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敗中求勝的戰役——大崎合戰 天正十六年（一五八八） 

 

大崎義隆領有志田、玉造、加美、遠田及栗原等五郡，並與山形城的領

主，和政宗的親舅舅最上義光交往密切。而最上義光又是政宗最大的敵人之

一。大崎和最上的結盟無疑是對伊達家潛在的威脅，找個理由出兵打擊大崎

家是有必要的。 

 

在戰爭初期，年輕的政宗根本沒有把大崎家看在眼裡，因此並沒有親自

上陣。然而，戰事的發展卻出乎人們的意料，伊達軍連連受挫，開始陷入苦

戰。而此時，暫時蟄伏的最上義光趁此機會再度興兵，而在人取橋敗退的相

馬和蘆名也蠢蠢欲動。更可怕的是，一向只寵愛次子小次郎的政宗之母——

保春院（義姬），也在秘密與自己的兄長義光聯繫，想趁亂推翻政宗，改立

小次郎為家督。政宗再次陷入四面受敵的境地。20 

 

就在最危機的時刻，政宗再次展示了他作為政治家的策略和手腕。他先

是用威脅的手段震懾住了弟弟小次郎的野心，又用欲擒故縱的方法，將米澤

城交給小次郎管理，以此來促使寵愛弟弟的母親不得不出面要求最上義光和

大崎義隆停止即將對米澤城展開的軍事行動。 

  

 

 

在大崎合戰裡，伊達政宗因輕敵差點導致敗戰，但這場戰役中，伊達政

宗腹背受敵，前有大崎義隆後有母親義姬，使得戰義更難戰勝，但最後還是

靠著伊達政宗的機智來減少戰爭損失。 

 

 

 

 

 

 

                                                 
20伊達政宗 –台灣 WIKI 

http://www.twwiki.com/wiki/%E4%BC%8A%E9%81%94%E6%94%BF%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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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威震奧羽的決戰-摺上原之戰 天正十七年(1589) 

 

在人取橋戰之後，天正十七年(1589)，伊達政宗在仙道筋（今福島縣中） 

的勢力越來越大，並且拉攏豬苗代盛國，使得蘆名氏、佐竹氏備受威脅，於

是決定進攻豬苗代城，乃摺上原之戰的開端。 

 

另一方面，戰事是在豬苗代湖北岸開啟，在高森山布陣的蘆名氏向伊達

軍勢力挑釁，在平民家放火。那時伊達軍兵力為 21,000 人，蘆名軍兵力為

18,000，兩者不相伯仲。21 

 

但自 1580年蘆名盛氏去世後，繼任當主蘆名盛隆就因捲入家中糾紛而被

暗殺身亡，次任當主蘆名義廣雖受擁護，但也無法有效統率家中勢力，加上

有伊達軍的內應，可謂腹背受敵。 

    

 

摺上原之戰中，伊達政宗與敵方兵力相差不多，因此利用智取是非常重

要的，也是摺上原之戰，讓伊達政宗一戰成名，千古流傳，因此當人們說起

伊達政宗，必會提起這場戰役。  

 

 

 

 

 

 

 

 

 

 

 

 

 

                                                 
21摺上原之戰-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4%8E%E5%90%88%E6%88%B0 



 22 

第四節 名言集 

仁に過ぐれば弱くなる。義に過ぐれば固くなる。礼に過ぐれば諂（へ

つらい）となる。智に過ぐれば嘘を吐く。信に過ぐれば損をする。 

譯: 仁，過分了就是軟弱；義，過分了就是頑固；禮，過分了就是諂媚；

智，過分了就是虛偽；信，過分了就會招致損害。 

 

時を移さずに行うのが勇将の本望である早く出立せよ22 

譯:猛將的願望不會因為時間改變，快啟程吧。 

 

 

    通常成功的人必會有自己所堅持及相信的信念，伊達政宗也不意外，他

的名言也是相當有意義的。在現今社會中，能激勵自己的名言，就是最好的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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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2まとめ [人生の教訓]伊達政宗名言 

http://summary.fc2.com/summary.php?summary_cd=38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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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伊達政宗出生在出羽國，是位在現今日本山形縣東北地方西南部地區，

臨日本海沿岸。政宗在年幼時，因罹患了天花而失去了右眼的視力，這也是

因此後世稱政宗為獨眼龍的原因。幼名為梵天丸，據說是滿海上人投胎轉世。

11歲的梵天丸元服，改名成了政宗。伊達政宗 2年後和三春城主·田村清顯的

女兒·愛姬結婚(めごひめ)，在 2年後便是第一次作戰出征。天正 12年(1584)

輝宗將繼承人轉讓給政宗後便隱居了。政宗在 18歲的時候成為了伊達家的家

主，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政宗的初陣是在 15 歲的時候。而戰亂最高潮是在天正 13 年(1585)，伊

達政宗的父親輝宗被二本松城主畠山義継殺了。政宗便開始進行復仇的戰鬥，

被稱為人取橋（ひととりばし）合戰。然而在天正 17 年(1589) 摺上原之戰

中會津的葦名義広（あしなよしひろ）擊敗了。成為家主的第 5 年，23 歲的

政宗，在伊達家史上獲得最大的領土的一位家主，令人為之驚嘆。 

因關原之戰取得了勝利，政宗的領地才能保留。由原本石高 57萬增封為

62 萬的大名。政宗成為仙台藩藩祖，隨後立即築起仙台城及城下町，因德川

對豐臣的大坂冬之陣及大坂夏之陣等著名戰鬥，之後神保遺臣透過水野勝成

喊冤，要求德川家要政宗需對事件作出解釋。 

慶長十八年（1613 年）派遣家臣支倉常長到羅馬與教廷使節會面長達七

年，成功在外國進行貿易。 

寬永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1636 年 6 月 27 日），已隱居的政宗於江戶因

食道癌病逝，享年 70歲。 

伊達政宗這一生中，他的家人們扮演著很大的角色。看著政宗的妻妾和

兒女成群就瞭解這個男人不是省油的燈。 

在歷史上，人稱「伊達三傑」的這三位男人，實力上不容小覷。片倉景

岡為伊達家的軍師，而伊達成實在伊達家是頭號猛將。兩人合稱「武勇首推

成實、智謀則推景岡」的美譽。 

人稱「獨眼龍」的伊達政宗，歷史上記載著他小時候得天花導致右眼失

明，相貌可說是十分醜陋，但是他在戰國時代裡有著不可抹滅的地位。在十

八歲那年正式繼任伊達家第十七代家督。政宗有著豪邁不羈的作風與熾熱的

野心，加上他的兵法出眾、靈活的外交手腕和識人之明，更有絕佳的運氣，

讓他每次能化險為夷。正因如此，政宗開創了比他的祖父更大的伊達家版圖。

政宗有著三妻四妾，更不用著說兒女成群了。他身旁當然少不了一群智足勇

猛的將士和臣子們陪著、支持著他。在豐臣政權家臣時期，歷經許多風風雨

雨，後來由於關原之戰所屬的德川軍取得勝利，政宗領地得以保留，本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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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要冊封給他一百萬大石大名，但是被揭露政宗煽動和賀忠親引發岩崎一揆

(關原之戰的一部分)，德川收回承諾，改以冊封為六十二萬的大名，成為仙

台藩藩主。歷經許多戰役的政宗，也因他的功績得到它應得的官階職位和居

城。晚年，政宗隱居在江戶因食道癌病逝，享年七十歲。伊達政宗若能早出

生個二十年，說不定時代的風向真能由他所掌握。他曾經也說過「願早生二

十年，成就如信長公霸業」，他雖然有一統天下的志向，卻難逃生不逢時的厄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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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專題工作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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