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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公元 1167 年平清盛被任命為「太政大臣」而掌握朝政大權

                    後，日本古代天皇制於焉沒落，日本天皇家及貴族的權力，從此轉

                    移到有軍事實力的武士階級手中。天皇身上只剩下名望上的威權。

                    1181 年平清盛病死，另一武士家族源氏起而與平家爭雄，雙方各自

                    擁立天皇，形成[源平之爭]，乃至源氏內爭。到 1190 年源賴朝勝出，

                    被封為「征夷大將軍」，設立幕府，日本政治從此進入幕府政治時代。

                    但隨著三百年間農業、經濟與政治組織的發展，在政治體制上原本

                    臣屬於將軍的地方實權領袖「管領」、「守護」、「地頭」、「國人」

                    勢力逐漸坐大，配合將軍家因為繼承內爭等問題而致權威掃地，形成

                    了「下剋上」的風潮，即下層階級崛起，或以武力，或以經濟力取

                    代原屬主人的地位。1467 到 1477 十年間，因為衰敗了的將軍家，及

                    其直屬行政助手「管領」「守護」的家族繼承問題，引起的全國東西

                    兩大實力「守護大名」陣營對抗的戰亂，即所謂「應仁之亂」，是一

                    個「下剋上」風潮形成的關鍵期。所謂「應仁之亂」，是應仁天皇元

                    年（公元 1467 年）封國在和歌山半島的「大名（類似中國史上地方豪

                    強與封建封主的混合體）」「自＋田」山家（「自」上「田」下，形

                    成一個日式漢字）因為過繼來的兒子和後來出生的兒子爭祖業繼承

                    權，兩方幫眾發生了爭鬥，雖然幕府下令不許其他的大名介入，但

                    此時將軍家早已威權掃地，大名無人忌憚，便有當時最強的兩大名，

                    一個位在幕府東方的細川勝元，一個是位在幕府西方的山名持豐，

                    兩人各率領全日本東西兩大陣營介入「自＋田」家的繼承戰爭。其



                    中東軍的細川勝元更囂張到將天皇和將軍一起軟禁在其轄區內，而

                    與西軍的山名持豐在皇都所在的京都市大戰。據《太平記》記載，

                    東軍十六萬人，西軍十一萬人，在市內街衢巷戰，市井、神社、佛

                    剎飽受焚毀劫掠，原本美麗繁華的皇京首善變成遍地血腥的瓦礫

                    場，戰爭持續七年之久。原本已有名無實的天皇、幕府將軍的威權、

                    形象，更加破滅無遺，從此日本全國各地群雄以武力交相征伐。所

                    謂「戰國大名」的武將輩出。一直到 1573年織田信長趕走將軍而結

                    束室町幕府為止，形成了日本百年間天下擾攘不安的「戰國時代」。

                             儘管戰國時代民間戰爭頻發，擾攘不安。但不成材的將軍，成

                    為極欲「挾『將軍』以令諸侯」的有力戰國大名所利用的傀儡角色，

                    倒也得到奢華生活的保障，因而能在文化藝術上發展出具有特色的

                    型類而流傳後世。現今日本傳統文化中的茶道、花道、庭園布置，

                    乃至今日風姿猶存的京都銀閣寺，多是戰國風流將軍足利義政的遺

                    澤。

                            戰國時代較諸前代而言，在各方面都有明顯的變化。隨著工商

                    業在鐮倉時代開始發展，莊園制逐漸分解，都市陸續出現，配合上

                    與中國勘合貿易積極展開，自由化貨幣經濟蓬勃發展。貨幣經濟發

                    展又影響稅收制度，也連帶造成了高利貸事業的出現，農民更容易

                    受領主與工商業者的壓榨。農民不堪這些壓榨，仿效政治上的「下

                    剋上」風潮，紛紛自發地發動了大規模而頻發的所謂「土一揆」農

                    民暴動。與此平行的，還有佛教一向宗本願寺教團結合農民與與失



                    勢的武士，發起「一向一揆」的宗教暴動，一方面擴大宗教的滲透

                    力，一方面對抗守護大名對農民的壓榨。其勢力大到曾將守護大名

                    逐出山城，由民眾自治山城達七年之久。　

                     　　戰國大名間的不斷爭戰，農民與佛教「一揆」的頻發，加上西

                    洋槍炮的引進，使得戰國時代在戰術上由舊有的「騎士單騎戰」進

                    而發展出步兵槍隊、鐵炮隊、弓箭隊等之「集團戰」。兵農逐漸分離

                    而專業化，作為攻守進退的堡壘之用的戰國名城紛紛出現。

                    　　戰國時代最有名的戰役，當屬上杉謙信與武田信玄兩大名將間

                    的龍爭虎鬥的「川中島之戰」。上杉以戰陣上單騎勇猛出名;武田則

                    以謀略與經營著稱。兩雄在爭奪日本關東地區霸主地位過程中，終

                    於在天文22年（公元 1553年）在信濃（今東京北方長野縣境）境

                    內的犀川，隔江對陣長達十五年，正式交戰五次而難分勝負。甲州

                    流兵書《甲陽軍鑑》就流傳一則突顯兩人各擅勝場的故事。有一次

                    精於謀略的武田信玄以繞道奇襲之策，驚潰上杉軍陣，而在敗退之

                    際，以單騎武勇見長的上杉謙信竟可以突破重圍，隻身神出鬼沒地

                    突入被數十騎鐵衛保護中的武田信玄身旁，殺死信玄胞弟，重傷信

                    玄後自己失馬卻能全身而退的傳奇故事。

                    　　戰國大名們為了勝出稱霸天下，在治理領國時採取嚴苛的法治

                    主義，而作為實施法治的依據標準法令稱為「分國法」、「家法」、

                    「壁書」等，較著名的有伊達氏的〈塵芥集〉、武田氏的〈信玄家法〉

                    、大內氏的〈大內家壁書〉等。



                    　　在殺伐征戰中勝出而統一天下的，則是繼承織田信長，後來發

                    動歷史上第一次日本以武力挑戰中國的豐臣秀吉，他的許多措施如

                    清丈全國土地的「太閣檢地」、兵農澈底分離的「刀狩令」為日後德

                    川時代兩百年安定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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