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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幕府》

前言

何谓“幕府”？“幕”者，“帐幕”之意也；“府”者，收纳财物、文书，并理政务之所也。合为一
词，专指代王者出讨之将军于征途中所设置之帐幕。    但在一水之隔的日本，这个源于中国战国时期
的名词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日本历史上，先后存在三个以幕府命名的政权：镰仓幕府、室町幕府、
江户幕府。它们先后统治日本长达六个多世纪之久(不包括中间的织丰政权和之前的平家政权两个武家
政权)。“幕府”这个词，经过江户时代研究中国战国时代的儒家学者的渲染，成为武家政权的代名词
，用来称呼日本历史上这三个著名的武家政权。    武士，和富士山、樱花一样，是日本的象征之一。
它指的是日本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英语里，武士被叫作“samurai”，是日语“侍”的音译
。事实上，武士起源于日本平安时代中后期，在那个被称为“百鬼夜行”的时代，王朝的权威失堕，
盗贼横行，民不聊生。随着早期庄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田地被一些富豪庄园主收购，这也导致了一
大批无地农民流离失所。他们或成为庄园主的附庸，或铤而走险，成为盗贼。加上朝廷刚征服了日本
东北的陆奥、出羽等地，大批的“虾夷民”成为朝廷的俘囚，这些都成为社会治安的潜在威胁。关东
的“僦马之党”和关西的海贼成为让平安朝廷最头疼的两大问题。地方上的豪强和庄园主为了维护自
己的利益，开始雇用一些专职的军事人员保护自己。朝廷为整顿治安，也开始下放军事权力，于是形
成了新的“国衙军制”。地方官员逐渐把军事权力交给具有专门技能并掌握军事力量的地方豪强去行
使，因此就出现了把军事职能作为自己的一项家传技艺并供朝廷权贵使用的新阶层。日本原本称呼侍
奉上层公卿和诸大夫的六位以下的技能官人为“侍”，自从出现了一个以军事技能侍奉朝廷权贵的豪
强阶层以后，“侍”这个名字就成为他们的专利，这就是武士的雏形。    但在古代日本这个崇尚血统
家族的社会，武士集团的真正形成还必须有一个出身高贵的领导者。平安时代中后期的朝廷政治斗争
为这一需求的满足提供了可能。大批朝廷中的权贵或因政治斗争失意而遭流放，或主动请求外任来到
地方，他们当中有橘氏、藤原氏、伴氏这样的名门望族，当然也不乏平氏、源氏这样的皇室贵胄。在
远离京都的穷乡僻壤之地，他们和以武艺传家的“侍”，结合成武士集团。桓武平氏和清和源氏就这
样成为武士的领导者，在平安时代中后期逐渐崭露头角。承平(936一-938)末年到天庆(938一-947)初年
的承平·天庆之乱证明了这一新势力的强大力量，朝廷最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实力并加以利用，被利
用的武士逐渐走入了政治核心，这就催生了武士政权的形成。    武士作为日本的统治阶层是如何实施
统治的呢？首先，在政治形式上，天皇任命武士集团的首领(源氏、足利氏、德川氏)为征夷大将军，
而将军通过这一任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组成以武士为核心的中央政权，并通过“封建”给予效忠自
己的地方领主以土地支配管理权，换取地方领主承认其核心统治地位。这种将军世袭统治的形式就称
为“幕府”。    要了解幕府时代，还必须注意的就是“关东”的特殊性。在日本历史地理上，将东海
道铃鹿关、东山道不破关和北陆道爱凳关以东的广大区域叫作关东，一般特指的是“关八州”，也就
是上野、下野、上总、下总、常陆、安房、武藏、相模这八个令制国所辖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在平
安时代中后期是骑马武士驰骋的地方，也是京都朝廷眼中的蛮荒之地，这里有肥沃的土地和彪悍的民
风，是武士集团赖以与朝廷对抗的资本。自镰仓幕府发家于此以后，室町和德川幕府都不敢轻易放弃
对关东的控制，有了关东，幕府才能和朝廷东西两头并立。如果说中国是“得中原者得天下”，日本
就是“得关东者得天下”。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将首都迁移到关东平原上的东京，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    幕府这种政治体系体现了日本政坛的“两头政治”特性，即：日本在各个历史时期最终都要形成
一种两头的政治体制，单头政治往往并不稳定且不长久，所以日本前有摄关政治和院政与天皇分享权
力，中有幕府与朝廷两头对峙，现有首相内阁制度和天皇制并存。很多政治家或历史学者在谈到幕府
的时候，往往都会说：“幕府大将军岂不就是今天的日本首相么，统而不治的天皇在历史上就存在呀
。”日本民族的政治文化或许就体现在这一点上。    本丛书就是希望描写幕府这一武士政权从萌芽、
建立到消灭的过程，让读者能深入地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长期以来，国人对日
本往往有一种复杂的心态，对日本人既有厌恶的情绪，又疯狂迷恋日本现代文明创造出的成果。无知
或极端来源于缺乏了解。我们对日本这个非常重要的近邻，想要真正明白该如何看待它，恐怕还是应
该从了解它的历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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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幕府》

内容概要

《幕府时代:室町幕府》是希望描写幕府这一武士政权从萌芽、建立到消灭的过程，让读者能深入地了
解日本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长期以来，国人对日本往往有一种复杂的心态，对日本人既
有厌恶的情绪，又疯狂迷恋日本现代文明创造出的成果。无知或极端来源于缺乏了解。我们对日本这
个非常重要的近邻，想要真正明白该如何看待它，恐怕还是应该从了解它的历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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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幕府》

作者简介

陈杰：日本史普及读物作家，著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幕府时
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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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幕府》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建武新政
第一节 天皇政权
一、所谓“新政”
二、二条河原的“落书”
三、足利尊氏的“野望”
第二节 新政崩溃
一、中先代之乱
二、尊氏反叛
三、箱根·竹之下大战
四、鏖战京都
第三节 足利尊氏的胜利
一、多多良浜之战
二、激战白旗城
三、凑川之战
第二章 南北朝时代
第一节 两个朝廷
一、再战京都
二、建武式目
三、新田义贞之死
四、北岛显家之死
五、四条啜之战
第二节 观应之扰乱
一、两头政治
二、交锋背后
三、足利直义的反扑
四、正平一统
五、重建北朝
第三节 天下统一
一、新将军
二、受诅咒的执事
三、贞治之变
四、康历政变
五、将军与守护
六、南朝的衰亡
第三章 走向乱世
第一节 室町的辉煌
一、奢侈的足利将军
二、足利义满的努力
三、上杉禅秀之乱
四、抽签出将军
第二节 应仁之乱
一、永享之乱
二、嘉吉之乱
三、应仁之乱
四、东山文化
第三节 战国乱世
一、长享延德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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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幕府》

二、明应政变
附录
大事年表
《幕府时代》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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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幕府》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除了“恩赏”以外，天皇的用人也招人诟病。前面所说的杂诉决断所，就被诸多的
公家认为是一个胡闹的机构。而天皇为了加强自己的独断权力，无视以前各个势力范围内的世袭传统
，不断提拔一些下级官僚成为公卿。要知道，朝廷自平安时代以来，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家格”传
统，什么出身最高能做什么官都有一整套不成文的规矩。当藤原家等传统大家看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
小家出身者一夜之间爬到了自己头上，他们会写出“落书”发泄不满也是情有可原的。更让这些公卿
不能容忍的是，像楠木正成、新田义贞这些“土包子”，一夜之间也和他们平起平坐了。这样，公卿
看不起武士，而武士反感公卿。后醍醐天皇的人事革新闹到两头不讨好，足见他的“急进”是多么的
失策。 所以，在所有人眼里，后醍醐天皇成了一个不可理解的“体制外”的怪物，在新政实施了短短
一年后，各种不满就爆发出来，演变成为新的混乱。 三、足利尊氏的“野望” 作为建武政权的“第
一功臣”，足利尊氏竟然是最早背叛后醍醐天皇的人，这似乎有点像“悖论”。其实不然，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足利尊氏的反叛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首先必须从足利氏的来源说起。 足利氏与镰仓
幕府的建立者源赖朝一样出自河内源氏。其祖先是八幡太郎源义家，源义家的三子源义国在下野国足
利庄居住，其后人遂以“足利”为苗字。源义国之次子足利义康参与了保元·平治之乱，而义康之子
足利义兼则参与了源赖朝起兵，在镰仓幕府建立后，就成为幕府的“有力御家人”。后来日本战国时
代有名的大名斯波氏、今川氏、吉良氏、细川氏等等，都是足利氏的分支。 足利家和北条家有着姻亲
关系，足利义兼娶了北条政子的同母妹妹，而足利尊氏之父足利贞氏的正室也出身于北条家的庶族金
泽流。从足利义康开始算起，足利尊氏已是足利家的第八代。 那么足利尊氏为何走上叛离镰仓的道路
呢？这和足利尊氏的出身有关。足利尊氏是次子，并非贞氏的正室所生，其生母是上杉赖重之女上杉
清子。由于贞氏正室所生长子足利高义早死，所以尊氏就成为足利家的继承人。所谓“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对于这位并非出于北条家女人肚子里的“有力御家人”，又是源氏后裔，得宗家一直抱有
警惕的态度，何况足利家素有野心。根据后来由今川了俊所记载的《难太平记》中记录，足利氏的先
人源义家曾留下一封誓文：“自我以后第七代子孙，必取天下。”字里行间充斥着这位后来政治失意
的武士的愤懑之情。到了尊氏的祖父足利家时一代，这封誓书被翻了出来，家时一看，源义家后的第
七代不就是自己么？此时，足利家时正对得宗家抱着一肚子火气。文永十年（1273），他与高野山金
刚三昧院的僧人法禅打土地所有权官司，于弘安二年（1279）被幕府判了败诉。足利家时就在同样的
愤懑心情中在八幡大菩萨面前又写下了一段誓文：“自我开始三代子孙必取天下！”巧的是，这段誓
文又在后来被足利尊氏之弟直义无意中发现，两兄弟一数，这段誓言正好应验在他们身上，眼看天下
即将大乱，加上这段“神迹”，这两兄弟岂会没有一点野心？ 幕府强迫足利尊氏在父丧中出征京都，
这进一步惹怒了足利尊氏，为消除幕府的疑心，足利尊氏听从其弟直义的意见，故意留下了其子千寿
丸，但他把妻子带在了身边。千寿丸后来也在家臣护卫下逃出镰仓。到了丹波国，足利尊氏就在一间
八幡宫中举起了讨幕大旗，背弃了足利家效力了八世的镰仓幕府，成为新政的“第一功臣”。 当然，
足利尊氏讨伐镰仓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拥护后醍醐天皇，他的目的是“取得天下”。镰仓幕府在他看来
是一个“北条幕府”，而不是一个“源氏幕府”，在打倒北条氏的同时，足利尊氏还想重建一个“源
氏幕府”，至于这个幕府的领导者，他认为应该由他这个源氏后裔来担任。 不过，后醍醐天皇不会同
意他的构思。后醍醐天皇的政治理想和足利尊氏南辕北辙，天皇只想建立一个一元化的天皇专制政权
，不会再容忍有“幕府”出现。足利尊氏在建武政权中大肆安插亲信，除了他的亲弟弟足利直义控制
镰仓将军府以外，他的执事高师直和高师泰两兄弟也被送到朝廷中任要职，这些人都能时刻给他提供
有价值的情报。对足利尊氏，天皇并不是不知道他的野心，但考虑到足利尊氏势力庞大，所以，天皇
对他有所防范，敬而远之。 在建武政权中，有实力的不仅仅只有足利尊氏一家，还有天皇的儿子护良
亲王，作为“征夷大将军”。实力也不可小视。护良亲王也是讨幕功臣，不但战功卓著，而且在讨幕
诸臣中素有威望，又身为“征夷大将军”。正应了那句“怀璧其罪”的话，足利尊氏早就阴谋除掉护
良亲王，所以三番五次进行挑衅，而护良亲王也有心干掉足利尊氏，不过后醍醐天皇并不允许。天皇
对足利尊氏有所忌惮，加上天下方定，天皇不想节外生枝。于是护良亲王就自己动手，元弘三年
（1333）十月，他说服天皇任命侧近北□亲房之子北□显家为陆奥大介兼镇守府将军，以皇子义良亲
王为陆奥太守，前往陆奥国多贺城建立陆奥将军府；而足利尊氏针锋相对，十二月，又以其弟足利直
义奉皇子成良亲王前往镰仓成立镰仓将军府。这两个将军府都设有政所、侍所和引付众，俨然是一个
小型幕府。 在两个势力庞大的权臣互相争斗的时候，后醍醐天皇竟然采取中立旁观的态度，而不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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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幕府》

衡利弊作出抉择，任由事态扩大。接下来的局势风云突变，后醍醐天皇很快被迫在两人之间作出了选
择。 足利尊氏作为在关东这个名利场上锤炼多年的老江湖，他的政治眼光显然要比护良亲王更为毒辣
。他一眼就看出了护良亲王的一处软肋，并进行了攻击。 这处软肋就是后醍醐天皇的疑心病。在倒幕
战争期间，后醍醐天皇远在孤岛上，所以护良亲王就代行职权，以天皇“纶旨”的名义向各倒幕团体
发号施令。后醍醐天皇是一个对专制权力醉心到无以复加的人，在这种人眼里，君主的权力和威望是
绝对不可以跟人分享的。所以对于护良亲王代行职权一事，他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心里颇有不快。
后来有人认为，赤松罔心被剥夺播磨守护一职也与护良亲王有关，因为赤松丹心是响应护良亲王的“
纶旨”起兵，所以被认为是护良亲王派的人。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对护良亲王有所不满，此人的存
在加深了后醍醐天皇的疑心病。此人名叫阿野廉子，是后醍醐天皇的宠妃。 阿野廉子出身藤原家闲院
流，十九岁人宫侍奉天皇，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她接连为后醍醐天皇诞下了皇太子恒良亲王和义良亲
王、成良亲王三名皇子，在后醍醐天皇流放隐岐的时候，她也不离不弃。所以，她的枕边风对天皇有
着极大的影响力。护良亲王并非阿野廉子所生，但又位高权重，自然会成为这个女人的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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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幕府》

编辑推荐

《幕府时代:室町幕府》是国内唯一一部详解日本三大幕府内幕的全景式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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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町幕府》

精彩短评

1、很具体介绍了日本历史，送货速度也很给力
2、把室町幕府写成整天都是战争、战争、战争，其他方面几乎没有提及。
3、不如想象，对南北朝着墨太多，对义满到应仁之乱之间的部分着墨太少，名为室町幕府，对室町
时代本身反显得不够重视。
4、《室町幕府》时代有点混乱，有点Boring⋯⋯
5、类似我朝军阀混战的年代，实力和利益是主线，背叛和墙头草都不是问题。
6、室町不如镰仓，这部还可以在不失通俗性的条件下写得更深入。看来市面上没什么同类作品多给
颗星。
7、下剋上乱世史话。
8、科普书吧
9、战国历史，了解比较多，幕府时代的了解不多，这套书正好补了这一空缺。
10、南北朝、足利兄弟等的故事很详细，读起来很舒服。不过室町时代后期较为简略，如果能丰满些
，最好了。
11、内容还成但是写的仓促，大概是篇幅所限许多重要的史实都放在注释括号里一笔带过。对于我这
种记性差的人来讲读着很痛苦呀。
12、太多战争细节，很少谈及民生。
13、整天的战争战争，对宗教礼仪以及文化方面着墨太少....（打卡今年最后一本书）
14、日本战国
15、感觉比上一本写的次了些，头重脚轻
16、这套书封面的家纹是维基百科上复制来的吧，颜色都不变下。... 阅读更多
17、很不错的书，对日本战国历史很感兴趣
18、整本书全在写军事·政治斗争史啊⋯⋯不如江户那本。
19、三本都看了  幕府时代  主要着眼于  军事政治斗争  经济文化等几乎没有  比《明朝那些事》还少  几
乎没有注释  作者应该说明一下哪些是引用  哪些是套用  没有古今地名对照表  这个有点麻烦  在作者参
考书籍当中的坂本太郎《日本史》最后面有地名对照表 读者可以找来对比一下  如果是看基础的还可
以  如果想看更深刻一点的  还是看看井上清 坂本太郎  冯玮的  有个大概印象比较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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