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伊直弼 

 

振興傳統藝術、大力推動與西方開展貿易、因暗殺而英年早逝……這些都是井伊直弼

（1815-1860）留給世人的印象。 

井伊直弼是前任彥根藩主井伊直中（1766-1831）的第十四子。其母親名「富」，是直

中的側室之一。由於直弼兄長眾多，他原本幾乎不可能成為彥根藩的藩主。青年時代，

他一直在寺院中學習，直到 17 歲才搬進城內的一處小宅，與直中的第十五子井伊直恭

（1820-1888）一起生活。 

三年後，其弟直恭被其他大名家收養，直弼卻沒能獲得這樣的機會。他在這處小宅

中又生活了 12年，在此期間，他學習哲學、繪畫、詩歌、書法、茶道和多種武藝。最後，

他將自己居住的宅第命名為「埋木舍」。這個名字暗喻當時一位著名詩人的作品，也反映

他勤奮好學的人生猶如被埋沒的木頭一樣，始終過著與亂世隔絕的生活。 

但在此期間，因他的 13位兄長陸續因不幸殞命或被其他家庭收養緣故，在其兄井伊

直元（1809-1845）去世時，直弼意外地成為彥根藩的繼承者，並在 1850 年繼承藩主之

位。他還以彥根藩主的身分贏得江戶（現在的東京）幕府中的地位，且於 8 年後成為幕

府政權中地位最高的「大老」（相當於首相）。 

1853年 7月，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培里（Matthew Perry）率領 4艘黑船（軍艦）抵

達江戶灣，與日本就開港通商進行談判（強制性）。日本雖已閉關鎖國數百年，但培里

仍然成功脅迫幕府簽訂了條約，允許美國船隻在多個港口停泊。1855 年，美國總領事湯



森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抵達日本，與日本談判通商條約。井伊直弼旋即被任

命為大老，負責談判事宜。考慮到攘外思想高漲，需要與天皇商議，直弼曾試圖拖延談

判，卻因與部下在溝通上的致命失誤，最後不得不在條約上簽字蓋章。此一決定因未得

到天皇認可，遭到日本尊王派的反對，直弼也因此樹立許多政敵。 

當時的將軍德川家定（1824-1858）體弱多病，幕府政局大多仰賴井伊直弼主持。為

了鎮壓反對派，直弼將反對其政策的 100 多名官員和民間人士投獄或處刑，後世稱之為

「安政大獄」（1858-1860）。如此的專制行為勢必會引發反抗。1860年 3月 3日，井伊直

弼在江戶城櫻田門外被 17名武士暗殺，史稱「櫻田門外之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