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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約 

 
  本研究是針對豊臣秀吉的一生涯及其政策進行探討。其結果發現，秀吉

的一生可分為 4 個階段，分別為「日吉丸時代」、「木下藤吉郎時代」、「羽柴

秀吉時代」及「豊臣秀吉時代」。此外，秀吉取得政権後，除了持續織田信長

時代的政策外，也制定了「惣無事令」、「刀狩令」、「太閣檢地」、「身分統制

令」、「バテレン追放令」、「兵農分離」、「鑄造貨幣」、「百姓の逃散禁止」等

政策，這些政策也大大影響之後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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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 

 

 本研究は豊臣秀吉の生涯、及び政策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その結果、秀吉

の生涯は 4 段階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すなわち、「日吉丸時代」、「木下藤

吉郎時代」、「羽柴秀吉時代」と「豊臣秀吉時代」の 4 つである。また、政

権を取った後、織田信長の時の政策を続けて行なった他、「惣無事令」、「刀

狩令」、「太閣檢地」、「身分統制令」、「バテレン追放令」、及び「兵農分離」、

「鑄造貨幣」、「百姓の逃散禁止」等も行なった。これらの政策は後世にも

大きく影響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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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日本歷史，相信每個對日本有興趣的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日本的

戰國時代。因為在這個戰亂的年代中，出現了很多眾所周知的人物，例如「戰

國三英傑」──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織田信長推翻了長達 200

多年的足立幕府；豐臣秀吉在織田信長死後統一了日本；德川家康則建立了

長達 265 年的江戶幕府，史稱「德川時代」或「江戶時代」。 

  在這 3 位人物當中，最常跟小說、遊戲結合在一起的，莫過於織田信長

了。然而，織田信長雖然有統一天下的大志，可是，卻因下屬明智光秀的反

叛，自殺於本能寺，終究無法達成其願。而完成統一天下的，卻是織田信長

身邊、常被喚為「猴子」的家僕──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雖是戰國時代的三英傑之一，然而，卻與擁有「第六天魔王」、

「神君」等別名的織田信長、德川家康不同，僅有一個不起眼的「猴子」稱

號。此外，日本從 1467 年的「応仁の乱（應仁之亂）」起處於一個亂世的時

代。然而，在這個時代中，豐臣秀吉雖出生於貧民農家、起初也不受織田信

長的賞識，但是卻能在戰亂的時代中，一步一步的往上，最終成為統一天下

的重要人物。這麼一個不起眼的人，是如何從織田信長的眾家臣中，一躍成

為長濱城主、統一天下的人？這一點，值得深入探討。 

  此外，豐臣秀吉在統一天下後，實施了一連串的政策，例如：「太閣検地」、

「刀狩令」、「惣無事令」、「石高制」、「兵農分離」、「貨幣鋳造」…等政策，

這些政策都大大影響了國家的日後發展。然而，一個貧困農家出身的人，是

如何想到這些政策的？這部分，也令人深感興趣。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豐臣秀吉進行探討，其研究目的如下： 

 

1. 瞭解豐臣秀吉的一生 

2. 豐臣秀吉的政策對日本的影響 

 

 

 



 

 

 

 

 

 

 

 

 

 

 

 

 

 

 

 

第二章 豐臣秀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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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臣秀吉（とよとみひでよし）又稱為羽柴秀吉（はしばひでよし）是

戰國時代至安土桃山時代的武將，為戰國三英傑之一。幼時因其容貌，又被

稱為「小猿（こざる）」、「猿（さる）」、「鼠（ねずみ）」。其一生，根據梁實

秋（1980）可分為 4 個時代，分別為「日吉丸時代」、「木下藤吉郎時代」、「羽

柴筑前守時代」及「太閣秀吉時代」。 

 

（1）日吉丸時代 

 

  豐臣秀吉的出生有 2 個說法，一是出生於天文 5 年（1536 年）1 月 1

日，另一個則是天文 6 年（1537 年）2 月 6 日。因出生於 1 月 1 日，故幼

時名字為「日吉丸（ひよしまる）」（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 

  豐臣秀吉誕生於尾張國中村一個貧農家。出生時不像一般嬰兒般哇哇大

哭，而是像個仙人從百年長眠中醒來似的，打了個大哈欠。父親木下彌右衛

門於年輕時，投效織田軍，是個地位卑微的士兵。在某次的戰役中受了傷而

不良於行，故辭去了軍中職務，回家鄉務農（梁實秋, 1980）。 

日吉丸 7 歲時父親病死、母親再嫁，與繼父筑阿弥（ちくあみ）一同生

活了一段時間後，以成為武士的家臣為志，離家投入「遠江（とおとうみ）

久能（くのう）」城主松下之綱的麾下。投入松下之網的旗下時，以「木下藤

吉郎（きのした とうきちろう）」自稱，屬於今川軍的家臣的家臣的家臣。

之後，今川氏凋落，松下之網改投入德川家康旗下（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 

 

（2）木下藤吉郎時代 

 

  木下藤吉郎雖投入松下之綱旗下，但不久後即離開。於天文 23 年（1554

年）18 歲時，改投入尾張清洲城主——織田信長的麾下。起初，木下藤吉郎

只是個打雜工，但因把信長冰冷的草鞋放入懷中暖鞋而獲得信長的賞識（日

本大百科全書, 1994）。 

  永錄 4 年（1561 年）8 月，與淺野長勝養女「おね（杉原定利的女兒）」

結婚，從此起以「木下藤吉郎秀吉」自稱，其才能慢慢開始展現。永錄 9 年

（1566 年）於濃尾國境的「墨俣（すのまた）」築城，因確保了攻占美濃的

根據地，而成為了部隊的大將。然而，此時的秀吉，尚屬於蜂須賀正勝、前

野長康的部隊中的一員（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永錄 10 年（1567 年）斉藤氏滅亡後，秀吉邀請了竹中重治，與牧村利

貞、丸毛兼利一同成為其部下。永錄 12 年（1569 年），織田信長因應毛利

元就的請求，於 8 月 1 日任命秀吉為大將，派軍 2 萬出兵前往「但馬国（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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じまのくに）」。秀吉僅用 10 日，就打下了 18 個城池，並於 8 月 13 日前往

京都。 

  元亀 1 年（1570 年）起，與越前國的朝倉義景、近江的浅井長政的大

戰中，秀吉因在「姉川大戰（姉川の戦い）」及攻打「小谷城」等戰役中，立

下了很多的戰功，於天正 1 年（1573 年），得到了浅井氏的城池——舊領北

近江 3 郡的賞賜，並成為 12 萬石的大將。於同年 7 月，將「木下」改名為

「羽柴」，成為了「羽柴藤吉郎秀吉」（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 

 

（3）羽柴築前守時代 

 

  秀吉於天正 1 年（1573 年）起，以領主的身份統治「北近江（きたお

うみ）」，於「今浜」築城，並將「今浜」改名為「長浜」，成為「長浜城」城

主。秀吉免除了百姓每年的進貢及各種稅，並發掘、廣納人才，積極錄用浅

井家臣們及石田三成等；同時，秀吉成為了織田信長的下屬並到處征戰。天

正 3 年（1575 年），於「越前一向一揆（えちぜんいっこういっき）」戰役

中大展長才，於同年的 12 月被任命為「築前守（ちくぜんのかみ）」（日本

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織田信長為統一天下，提拔秀吉為大軍總指揮官，於天正 5 年（1577

年），命令秀吉出征「播磨（はりま）」。秀吉以「姬路城」為大本營，此後 5

年，出征「播磨」、「備前（びぜん）」、「美作（みまさか）」、「但馬（たじま）」

及「因幡（いなば）」等地。天正 10 年（1582 年），出兵「備中（びっちゅ

う）」，水攻清水宗治（しみずむねはる）所在的「高松城」，並等待織田信長

的援軍。然而，織田信長卻於同年 6月 2 日，因明智光秀的反叛，自殺於「本

能寺」。秀吉接到消息後，以清水宗治切腹為條件，與毛利輝元講和，返回京

都。6 月 13 日，秀吉於「山崎之戰（山崎の戦い）」中大敗明智光秀，掌握

了京都的大權（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4）太閣秀吉時代 

 

  天正 10 年（1582 年）6 月 27 日，織田信長的重臣們於清洲城開會討

論繼承人及領土分配的問題，即為「清洲会議」。會議中，柴田勝家主張以織

田信長的三子——織田信孝為繼承人。然而，同為信長重臣的秀吉，卻主張

以織田信長長子——信忠的兒子——三法師為繼承人。因池田恒興、丹羽秀

長等人支持秀吉的意見，柴田勝家不得不讚同讓三法師成為織田信長的繼承

人（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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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領土分配上，織田信雄得到「尾張国」、織田信孝得到「美濃国」、織

田信包得到「北伊勢」及「伊賀国」；細川藤孝得到「丹後国」、筒井順慶得

到「大和国」、丹羽長秀得到「近江国」的滋賀郡、高島郡，以及增加 15 萬

石；池田恒興得到「摂津国」尼崎、大坂，以及增加 15 萬石。勝家也得到

了秀吉的長浜 12 萬石。然而，秀吉本身則得到明智光秀原本的領土「丹波

国」，並增加「山城国」、「河內国」等領土，以及增加 28 萬石。在領土的分

配中，秀吉的領土勝過於勝家所擁有的領土。因此，秀吉與勝家在織田信長

的繼承人及領土分配上產生了嫌隙，開始對立。 

  天正 11 年（1583 年），織田信孝、滝川一益以打倒秀吉為由出兵，然

而秀吉掌握先機出兵美濃、伊勢，並於「賤ケ岳（しずがたけ）」之戰中大敗

勝家，4 月 24 日勝家同妻子——お市の方（おいちのかた）一同自殺，柴田

氏滅亡。而後，平定加賀、越中，降伏滝川一益，將尾張、伊勢納入自己的

支配下。天正 12 年（1584 年），織田信雄與德川家康聯合，在「小牧、長

久手」之戰中，痛打秀吉。然而，秀吉使用政治手段與織田信雄議合。天正

13 年（1585 年）因討伐呼應織田信雄、德川家康而起的紀伊根來、雜賀的

群黨，順道征討四國，降伏了長宗我部（ちょうそがべ）。對於德川家康，則

使用各種方式，並將自己的妹妹嫁於他；德川家康於天正 14 年（1586 年）

對秀吉俯首稱臣。秀吉繼承了織田信長統一天下的大志，在步入成為全國霸

主的道路上，為擁有與身分符合的城池，在商品流通、水陸交通要塞的大坂，

興建城池，乃為「大坂城」（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天正 12 年（1584 年）11 月秀吉成為「従三位（じゅうさんみ）」、「権

大納言（ごんだいなごん）」；天正 13 年（1585 年）3 月成為「正二位」、「內

大臣」；同年 7 月成為「関白」、「従一位」，成為權利頂端的人，位居一人之

下，萬人之上。天正 14 年（1586 年）12 月成為「太政大臣」，並得到天皇

賞賜的「豊臣」姓氏。天正 16 年（1588 年），秀吉讓德川家康等有名的大

將對天皇及自己發誓效忠，成為號令天下之人。在國內的平定上，以天皇的

詔令為依據，命令停戰或講和。如有不遵守者，則征伐。天正 15 年（1587

年）出兵征討九州降伏島津氏，平定九州。天正 18 年（1590 年）出兵小田

原，北条氏滅亡；此外，也平定奧州，統一天下（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

梁實秋, 1980）。 

  秀吉在統一天下的隔年（1591 年），因與側室所生的兒子死亡，為使有

血緣關係的人維持政權，因此將「関白」的職位讓給養子——秀次，自己自

稱「太閣」。 

  秀吉成為関白後的當年（1585 年）9 月，以「仮道入明（かどうみゅう

みん）」為目的，計畫出兵朝鮮、並征服明朝。因此，於文祿 1 年（1592 年）

提出「人掃（ひとばらい）」命令，此乃是為了出兵朝鮮的命令，意義在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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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國的戶口，以進行編列出兵朝鮮的大軍。秀吉根據這個命令，編列了 16

萬大軍出征明朝，自己並前往名古屋城，進行總指揮。指派小西行長、加藤

清正為先鋒登陸釜山，僅 20 日就攻下了朝鮮首都。秀吉因出兵朝鮮大勝，

提出統治日本、朝鮮、中國等 3個國家的計畫，構想先前進北京、然後定居

寧波，進而征服印度。然而，因明朝大軍到來、朝鮮軍整軍重來、民兵蜂起，

戰況不如預想，完全沒有任何進展，因而與明朝議和。然而，因雙方的想法

不合而破局，慶長 1 年（1596 年）再次出兵朝鮮，直到秀吉死去撤兵為止，

一直在征戰中，史稱為「文祿．慶長之役」。這個戰役除了重傷豊臣政權外，

也是讓豊臣政權邁向死亡的戰役（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此外，在內部的政權統治方面，秀吉與秀次雙方的想法抵觸愈來愈明顯，

因這個抵觸也與秀賴的承襲問題有密切關係，而發展成「秀次事件」。雖然秀

吉為確保秀賴的地位，命令秀次切腹，然而，豊臣家的未來與政權卻變成必

須依賴各位大臣的狀況。直到秀吉晚年，才完成「五奉行．五大老1」的制度。

慶長 3 年（1598 年）豊臣秀吉死去，為 62 年的生涯劃下句點（日本大百科

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豊臣秀吉一生的年表如表 1。 

 

表 1. 豊臣秀吉的一生 

 

時間 內容 

天文 6 年（1537 年）2月 6 日 

（或天文 5年 1月 1 日） 
出生於貧困農家 

天文 23 年（1554 年） 投入織田信長麾下，成為打雜工 

永祿 4 年（1561 年）8 月 與浅野長勝養女「おね」結婚 

永錄 9 年（1566 年） 於濃尾國境的「墨俣」築城 

永錄 10 年（1567 年） 邀請了竹中重治投入自己的麾下 

永錄 12 年（1569 年） 出兵「但馬国」 

元亀 1 年（1570 年） 
「金ヶ崎戰役」、「姉川大戰」、攻打「小谷

城」等戰役中，立下了戰功 

天正 1 年（1573 年） 

1. 將「木下」改為「羽柴」，成為「羽柴藤

吉郎秀吉」。 

2. 統治「北近江」，成為「長浜城」城主 

                                       
1 「五奉行」乃是指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及前田玄以等 5 人。「五大老」乃是

指前田利家、上杉景勝、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及德川家康等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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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天正 3 年（1575 年） 
1. 「越前一向一揆」戰役中大展長才 

2. 同年的 12 月成為「築前守」 

天正 5 年（1577 年）~ 
出征「播磨」、「備前」、「美作」、「但馬」

及「因幡」等地 

天正 10 年（1582 年） 

1. 出兵「備中」，水攻清水宗治所在的「高

松城」 

2. 明智光秀反叛，織田信長死於本能寺

（「本能寺之變」） 

3. 於「山崎之戰」，大敗明智光秀，掌握京

都大權 

4. 於清洲城開會討論繼承人及領土分配的

問題（「清洲会議」） 

天正 11 年（1583 年） 

1. 於「賤ケ岳」之戰中大敗勝家，柴田氏

滅亡 

2. 將大本營移至大坂城 

天正 12 年（1584 年） 

1. 在「小牧、長久手」之戰中，織田信雄

與德川家康聯合痛打秀吉 

2. 成為「従三位」、「権大納言」 

天正 13 年（1585 年） 

1. 討伐紀伊根來、雜賀的群黨，並征討四

國，降伏長宗我部 

2. 成為「正二位」、「內大臣」、「関白」、「従

一位」 

3. 以「仮道入明」為目的，計畫出兵朝鮮、

並征服明朝 

4. 於九州實施「惣物事令」 

天正 14 年（1586 年） 

1. 德川家康於對秀吉俯首稱臣 

2. 成為「太政大臣」，並得到天皇賞賜的「豊

臣」姓氏 

天正 15 年（1587 年） 

1. 出兵九州降伏島津義久，平定九州 

2. 頒布「バテレン追放令」 

3. 於關東、奧羽地區實施「惣物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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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天正 16 年（1588 年） 

1. 德川家康等有名的大將對天皇及秀吉發

誓效忠，成為號令天下之人 

2. 頒布「刀狩令」、「海賊停止令」 

天正 17 年（1589 年） 鶴松出生，指定為繼承人 

天正 18 年（1590 年） 
1. 出兵小田原，北条氏滅亡 

2. 平定奧州，統一天下 

天正 19 年（1591 年） 

1. 鶴松死亡，將「関白」的職位讓給養子

秀次，自己自稱「太閣」 

2. 制定「身分統制令」 

文祿 1 年（1592 年） 
1. 提出「人掃」命令 

2. 出兵朝鮮（「文祿．慶長之役」） 

文祿 2 年（1593 年） 
1. 將大本營移至「伏見城」 

2. 秀賴出生 

慶長 1 年（1596 年） 再次出兵朝鮮 

慶長 3 年（1598 年） 
1. 辭去「太政大臣」一職 

2. 於伏見城死去，享年 62 歲 

 

 

 

 

 



 

 

 

 

 

 

 

 

 

 

 

 

 

 

 

 

第三章 豐臣秀吉的政策及重要戰役 

 

 

 

 



 

11 

第一節 政策 

 

  得到政權後的豊臣秀吉，為了統一天下，制定了一些政策。很多的政策

因江戶幕府時代也沿用，而成為了江戶時代的基礎。本章節針對豊臣秀吉的

政策，進行探討。 

 

（1）惣無事令（そうぶじれい） 

 

  此命令又稱為「豊臣和平令」，乃是為了讓世間的紛爭消失不見，而禁止

私下鬥爭的命令。 

  豊臣秀吉於天正 13 年（1585 年）建立関白政權的同時，制定「惣無事

の儀」政策。此政策乃是大將間發生領土紛爭時，由豊臣政權來仲裁，以和

平方式解決，禁止私下鬥爭的政策。政策由九州開始執行，之後延伸到關東、

東北地區及朝鮮。認同接受此命令並到首都的領主，可以豊臣大將之名行使

土地的支配權；如不遵守其命令者，將被征討。因沒遵守此命令而被討代、

滅亡的，僅僅只有關東的北条氏。 

  這個命令也延伸到農民的山村、田野、河川等的紛爭，以及農村間的紛

爭上，為中世紀社會解決問題的基本方式。禁止村落與農民間的武力行使、

暴力行為，並透過「喧嘩停止令」，大規模進行。「惣無事令」延續到德川政

權、近世，長久持續使用（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 

 

（2）刀狩令 

 

  此乃豊臣政權的地位階級政策，乃是限定只有武士才能擁有武裝權利的

政策。也稱為「刀かり」、「刀駈（かたなかり）」、「武具狩（武具駈）」、「道

具かり」、「武具改め」、「刀尋（かたなたずね）」等。 

  此命令於天正 16 年（1588年）頒布，屬「惣無事令」延伸出來的一部

分。當時的日本，不僅武士，連農民們都持有武器。為了防止農民們的武力

抗爭，以及徹底區分武士與農民的階級而頒布（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

實秋, 1980）。 

 

（3）太閣檢地 

 

  此乃豊臣秀吉實施的田地測量及收穫量調查的政策。也稱為「天正の石

直し」或「文禄の検地」，於天正 10 年（1582 年）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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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時代的日本，並非由農民直接繳納稅租給領主，而是透過「村（村

惣）」這個組織團體繳納稅租給領主。在這個體制下，1 個村要繳納稅租給很

多的領主，或是農民將稅租繳納給有權利的農民，再由有權利的農民繳納給

領主，而產生了複雜的權益關係。「太閣檢地」是為了整理這個複雜的權益關

係，制定一個土地僅有一個耕作者（納稅人），一個土地僅屬於一個領主。並

測量該土地的生產量，以確實掌握米的生產量。這個作法，一直沿用到江戶

時代。此外，秀吉也統一了測量的單位，以「石高」來計算，稱為「石高制」

（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4）人掃令 

 

  也稱為「家数人数改め」或「六十六か国人掃令」。 

  豊臣秀吉於天正 19 年（1591 年）頒布了「身分統制令」，以維持、強

化社會階級，禁止武士成為工商階級的人或百姓；也禁止百姓成為工商階級

的人，而形成的「階級制度」。 

  為完成豊臣秀吉的侵略朝鮮計畫，以了解能夠徵募的勞動人數，確保武

士及納稅百姓的人數，豊臣秀次於天正 20 年（1592 年）頒布「人掃令」，

於日本全國進行戶口調查。這個政策成為士農工商的雛型（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 

 

（5）バテレン追放令 

 

  天正 15 年（1587 年）豊臣秀吉平定九州後，於博多頒布的禁令。「バ

テレン」是葡萄牙語，乃為「神父」。豊臣秀吉認為日本是由神（天皇）統制

的國家（「神国」）、信奉佛教的國家，天主教乃為邪教，因此命令神父於 20

天內離開日本。然而，對於外來物品一樣有很大興趣的秀吉，並沒有強制禁

止與國外進行貿易。因此，宣教士一樣能在日本國內布教。直到慶長 1 年

（1596 年）發生「サン・フェリペ号事件」，再次提出禁教令，並直接處死

天主教徒 26 人，稱為「二十六聖人の殉教」。 

 

 

  除了上述的政策外，豊臣秀吉也沿用了織田信長時的政策，如：為使貨

物運送順暢、商業發達，廢除在交通要塞上設置的關卡（関所の廃止），以及

為使工商業自由發展，廢除大將們的商業特權（楽市楽座の廃止），並提出清

楚區分武士與農民的身分地位的「兵農分離」、「鑄造貨幣」、為防止農民因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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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而逃亡的「百姓の逃散禁止」等。這些政策有些沿用至今，對後世的影響

很大（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第二節 重要戰役 

 

  豊臣秀吉一生經歷過很多的戰役，讓他從無名小足變成大將，進而統一

日本。 

 

（1）進攻中國地區 

 

  天正 5 年（1577 年）織田信長命令豊臣秀吉攻打中國地方，秀吉出戰

播磨國，開啟為期近 6 年的中國地區戰役。 

當年 11 月平定播磨，並收服赤松則房、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人，使

之成為家臣。之後進攻但馬國，攻略岩洲城，讓太田恒輝延所在的竹田城俯

首稱臣。並接受小寺孝高（黑田孝高）送上的姬路城，將大本營移至姬路。 

  然而，別所長治等人於天正 8 年（1578 年）反叛，秀吉出兵攻打。攻

打期間雖失去了竹中重治或古田重則等有力的大臣，但經歴 2 年的糧草阻斷

攻擊，終於在天正 8 年（1580 年）攻下三木城，稱為「三木合戰」。 

  天正 7 年（1579 年）與毛利元輝在上月城的攻防中，降伏備前國、美

作國的大將宇喜多直家，使其歸順織田信長。然而因摂津國的荒木村重的謀

反（「有岡城之役」），不得不中斷中國地方的進攻。 

  天正 8 年（1580 年）秀吉再次從播磨北上攻打但馬，打敗有子山城的

山名祐豊，讓但馬成為織田軍的支配地。秀吉在平定播磨後，修築姬路城，

並移居至此。 

  天正 9 年（1581 年）因幡鳥取城城主山名豊国想投降於織田軍，而被

家臣流放，另立吉川経家為主，於鳥取城反叛。豊臣秀吉將鳥取周邊的糧食

全部買斷，並阻斷其糧草的來源，而攻下了鳥取城，稱為「鳥取城之役」。同

年，攻下岩屋城，將淡路國納入織田支配下。 

  天正 10 年（1582 年）豊臣秀吉進攻備中國。在水攻清水治宗所在的高

松城時，與前來支援的毛利輝元對峙，而向織田信長請求救援。織田信長因

想平定中國、四國地區，而親自出兵。然而，卻在京都本能寺遭遇明智光秀

的反叛，自殺於本能寺。豊臣秀吉聽到此消息後，以高松城城主清水治宗切

腹、以及割讓毛利氏領土——備中、美作及伯耆為條件，同意講和並退兵，

史稱「中國大撤退（中国大返し）」（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小和田哲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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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因為了要討伐明智光秀而退兵中國地區，使得豊臣秀吉的中國地區

進攻未達成。 

 

（2）賤岳之戰（賤ヶ岳の戦い；しずがたけのたたかい） 

 

  天正 11 年（1583 年）柴田勝家為了和羽柴秀吉一決雌雄，在雪融化後

的 3 月 3 日，率軍從居城北庄城出發。9 日抵達近江的柳瀨（滋賀縣伊香郡

余吳町柳瀨），在周圍山上修築城砦和陣地，布陣於此。4 月 20 日，勝家重

臣佐久間盛政的部隊，向秀吉方的中川清秀駐守的大岩山砦展開攻擊，雙方

正式開戰。當天秀吉軍主力從大垣返回，隔天兩軍展開激烈交戰。由於當時

最大的激戰發生在賤岳，所以整個戰爭被稱做「賤岳之戰」。 

 凌晨 2 時，戰爭在漆黑夜色下進行，陶醉在首戰勝利喜悅中而孤軍深入

的佐久間盛政部隊，被秀吉的親衛騎隊福島正則、加藤清正等「賤岳七槍」

擊潰，戰局逐從原先的膠著狀態轉為羽柴軍佔上風。就在此時，布陣在余吳

湖西岸山上的前田利家部隊，突然開始向越前撤退。如此一來，柴田軍就得

直接面對秀吉的大軍，柴田軍敵不過，只好撤退。 

 利家從戰場上撤離後，回到越前的居城府中城（福井縣越前市府中），不

過卻遭羽柴軍所攻。秀吉自己也很清楚利家的撤退促成了賤岳的勝利，所以

沒有正式發動攻擊，而是透過談判，成功讓利家加入己方陣營。4 月 23 日，

雖然勝家逃至北庄城，然而卻被秀吉前鋒前田利家包圍。隔天 24 日與夫人

お市の方自盡。阿市的三位女兒（茶茶、阿初、小督）則被帶出城，送往秀

吉處安頓（小和田哲男, 2015）。 

 

（3）小牧．長久手之戰 

 

  此乃豊臣秀吉與德川家康、織田信雄聯軍歷經 9 個月，於尾張國內發起

的長久戰。 

原本並非敵對關係的羽柴秀吉和德川家康，從天正 12 年（1584 年）起，

開始出現對立的態勢。 

  織田信長死後，因秀吉展現出對統一政權的企圖，而與信長次子——信

雄開始對立。天正 12 年（1584 年）3 月 6 日，信雄處死疑似被秀吉拉攏的

3 位家臣——津川義冬、岡田重孝及浅井長時，並向家康請求支援。家康因

此而開始與信雄展開對秀吉的戰役。家康與信雄聯軍於 3 月 15 日在尾張的

小牧山設陣營，17 日於黑羽打敗森長可。3 月 21 日秀吉從大坂出發，於 29

日在楽田（犬山市）設陣營。秀吉出動 10 萬的軍力，而家康、信雄聯軍則

為 1萬 6 千 ~ 7 千。此戰役為「小牧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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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羽敗戰的森長可與池田恒興擁護秀次為大將，開始奇襲作戰三河。

然而，因為消息走漏，4 月 9 日於長久手被挾擊，森長可、池田恒興等 2,500

人戰死。家康、信雄軍大勝，此乃「長久手戰役」。 

  天正 12 年（1584 年）5月 1 日秀吉撤退，6 月 12 日家康退回清洲。11

月 11 日信雄未經家康同意，在伊勢國桑名的東邊矢田川，與秀吉單獨講和。

因為信雄與秀吉講和，所以，家康失去了與秀吉繼續戰爭的理由，而返回浜

松城（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小和田哲男, 2015）。 

 

（4）小田原城死守戰 

 

  小田原城的北條氏，始自第一代北條早雲，經二代氏綱、三代氏康，到

四代氏政時將關東近全域納入統治下，建立了有「關八州國家」之稱的獨立

世界。 

  成為關白的秀吉，要求北條氏政、氏直父子上京，向秀吉行臣下之禮。

當時北條氏當主為氏直，但家中握有實權的是早已隱居的氏政。氏政不肯向

出身寒微的秀吉俯首稱臣。 

  氏政對小田原城自信滿滿，認為若與秀吉開戰，即使豐臣軍大舉來攻小

田原城，也能將之擊退。氏政的自信，來自過去被上杉謙信、武田信玄圍城

仍能將之擊退的經驗。抵擋住戰國時代名將上杉謙信、武田信玄圍攻的小田

原城，可謂固若金湯；換言之，只要據守城內，也就無須害怕豐臣大軍。 

  然而，氏政有一大失算，即為未能正確認識豐臣軍。豐臣軍雖然看起來

和上杉軍、武田軍一樣，但軍隊性質卻明顯不同。簡單來說，上杉軍、武田

軍是兵農未分離的軍隊，豐臣軍則是實行兵農分離制的軍隊。此外，上杉軍

和武田軍皆因久攻不下小田原城，軍糧將用盡，不得不撤退。兩軍的士兵本

是農民，被動員前來從軍，農忙時必須回去務農，無法長期遠征。 

  但是，豐臣軍除輜重部隊以外，幾乎全由職業武士組成，可以長期出征

在外。秀吉也料到戰爭會演變成長期戰，是先用船運來軍糧 30 萬石。此外，

秀吉又在能俯瞰小田原城的高地上築城，做為進攻小田原城的大本營，這種

城建在守方城池對面，故稱「對城」。秀吉在此建造的對城是石垣山城，據說

是「一夜建成」，所以別名叫「一夜城」，但這其實是由石墻圍成的正式城堡，

花了八十天建成。秀吉從容地在這座石垣山城等待小田原城軍糧耗盡。為了

打發時間，他把側室淀殿從大阪城接過來，還招來茶人千利休和能劇演員。 

  從一開始，秀吉就不打算強攻小田原城。要是強攻，死傷肯定異常慘重，

所以，改採逐一攻下分散在各地的小田原城支城，使主城小田原城孤立無援

的辦法。這是秀吉另一個作戰策略。 

  秀吉算準小田原城已陷入孤立窘境，派人勸降。天正 18 年（15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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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死守了 3 個月的北條氏終於開城投降（小和田哲男, 2015）。 

 

 



 

 

 

 

 

 

 

 

 

 

 

 

 

 

 

 

第四章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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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 論 

 

  說到英雄這個詞，非戰國名將豐臣秀吉莫屬。出身卑微的他，一步一步

從兵士到藩侯，從藩侯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繼

承了織田信長的遺志，將日本從戰亂百年的時代到全國統一。這樣的英雄人

物——豐臣秀吉，正是本專題所要探討的對象，針對（1）瞭解豐臣秀吉的

一生，以及（2）豐臣秀吉的政策對日本的影響等問題，深入探討。其結果

如下： 

 

（1）瞭解豐臣秀吉的一生： 

 

  從文獻中可以知道，豊臣秀吉的一生，可分為 4 個階段，分別為年幼的

「日吉丸時代」、青年的「木下藤吉郎時代」、中年的「羽柴筑前守時代」，及

晚年的「太閣秀吉時代」（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豐臣秀吉的出生有 2 個說法，1 個是生於天文 6 年（1537 年）2 月 6 日；

另 1 個則是出生於天文 5 年（1536 年）1 月 1 日。因出生於 1 月 1 日，其

幼時名字叫「日吉丸」。然而，對於秀吉出生的說法，以天文 6 年 2 月 6 日

較具說服力。秀吉出生於貧窮的農村家庭，小名叫「猿子」，據說與其容貌有

關。7 歲時父親病死、母親再嫁，與繼父筑阿弥一同生活了一段時間後，以

成為武士的家臣為志，離家投入「遠江久能」城主松下之綱的麾下。投入松

下之網的旗下時，以「木下藤吉郎」自稱。 

  天文 23 年（1554 年）18 歲時，改投入織田信長的麾下成為打雜工。但

因把信長冰冷的草鞋放入懷中暖鞋而獲得信長的賞識。永錄 4 年（1561 年）

8 月，與淺野長勝養女「おね」結婚後，以「木下藤吉郎秀吉」自稱，慢慢

展現才能。永錄 9 年（1566 年）於濃尾國境的「墨俣」築城，因確保了攻

占美濃的根據地，而成為了部隊的大將。元亀 1 年（1570 年）起，與越前

國的朝倉義景、近江的浅井長政的大戰中，秀吉因在「姉川大戰」及攻打「小

谷城」等戰役中，立下了很多的戰功，於天正 1 年（1573 年），得到了浅井

氏的城池——舊領北近江 3 郡的賞賜，並成為 12 萬石的大將。於同年 7 月，

將「木下」改名為「羽柴」，成為了「羽柴藤吉郎秀吉」。 

  天正 1 年（1573 年）起，以領主的身份統治「北近江」，成為「長浜城」

城主。秀吉免除了百姓每年的進貢及各種稅，並發掘、廣納人才，積極錄用

浅井家臣們及石田三成等；同時，秀吉成為了織田信長的下屬並到處征戰。

天正 3 年（1575 年），於「越前一向一揆」戰役中大展長才，於同年的 12

月被任命為「築前守」。並於天正 5 年（1577 年）起，展開為期近 6 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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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地區進攻」。然而，因天正 10年（1582 年）6 月 2 日，明智光秀的反叛，

織田信長自盡於「本能寺」，而退兵未完成中國地區的戰役。 

  天正 12 年（1584 年）11 月秀吉成為「従三位」、「権大納言」；天正 13

年（1585 年）3 月成為「正二位」、「內大臣」；同年 7 月成為「関白」、「従

一位」，成為權利頂端的人，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天正 14 年（1586

年）12 月成為「太政大臣」，並得到天皇賞賜的「豊臣」姓氏。天正 16 年（1588

年），秀吉成為號令天下之人。在國內的平定上，以天皇的詔令為依據，命令

停戰或講和。如有不遵守者，則征伐。天正 15 年（1587 年）出兵征討九州

降伏島津氏，平定九州。天正 18年（1590 年）出兵小田原，北条氏滅亡；

此外，也平定奧州，統一天下。慶長 3 年（1598 年）豊臣秀吉為 62 年的生

涯劃下句點（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2）豊臣秀吉的政策對日本的影響 

 

  豊臣秀吉在取得政權後，為了統一天下，制定了一些政策。如「惣無事

令」、「刀狩令」、「太閣檢地」、「身分統制令」、「バテレン追放令」，以及清楚

區分武士與農民的身分地位的「兵農分離」、「鑄造貨幣」、為防止農民因鬥爭

而逃亡的「百姓の逃散禁止」等。並且沿用了織田信長時的政策——「廢除

關卡（関所の廃止）」、「廢除大將們的商業特權（楽市楽座の廃止）」。這些政

策也沿用至江戶幕府時代，甚至成為江戶時代的基礎。由此可見，豊臣秀吉

的政策，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日本大百科全書, 1994；梁實秋, 1980）。 

 

 

第二節 今後課題 

 

  透過文獻探討，漸漸瞭解豊臣秀吉的一生，以及執政時所實施的政策。

但是，每本書上記載的文獻都有所不同，像是日吉丸時代記載的文獻說明其

經歷詳細不明，又或者文獻上記載豊臣秀吉在太閣秀吉時代，人民因暴政而

苦不堪言。有些文獻事後由世人改編，而真正的歷史實情為何，需要更進一

步的探討。此乃本專題的今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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