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伊直弼 

 

振兴传统艺术，力推与西方开展贸易，因暗杀而过早陨世……这些都是井伊直弼

（1815-1860）留给世人的印象。 

井伊直弼是前任彦根藩主井伊直中（1766-1831）的第十四子。其母亲名“富”，是直

中的一位侧室。由于兄长众多，直弼原本不可能成为彦根藩藩主。他在寺院中边学习边

度过了青年时期，直到了 17 岁才搬进城内的一处小宅，与直中的第十五子井伊直恭

（1820-1888）一起生活。 

三年后，其弟直恭被其他大名家收养，而直弼却没能获得这样的机会。他在这处小

宅中又生活了 12年。期间，他学习哲学、绘画、诗歌、书法、茶道和多种武艺，最后，

他将自己居住的宅第命名为“埋木舍”。这个名字意在暗示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的作品，同

时也反映了他勤奋好学的人生。直弼犹如被埋没的木头一样，一直过着与乱世隔绝的生

活。 

但在此间，他的 13 位兄长或是不幸殒命，或是相继被其他家庭收养。当其兄井伊直

元（1809-1845）去世时，直弼意外地成为了彦根藩的继承者，并在 1850 年登上了藩主

之位。作为彦根藩主，他在江户（现在的东京）幕府中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且仅于 8 年

后就成为了幕府政权中地位最高的“大老”（相当于首相）。 

1853年 7月，美国海军提督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 4艘黑船（军舰）抵

达江户湾，与日本就（强制性）开港通商进行谈判。日本虽已闭关锁国数百年，但佩里



仍然成功胁迫幕府签订了条约，允许美国船只在多个港口停泊。1855 年，美国总领事汤

森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抵达日本，与日本谈判通商条约。井伊直弼旋即被任命

为大老，负责谈判事宜。由于攘外思想高涨，直弼觉得有必要与天皇商议此事，曾试图

拖延谈判。但因为直弼与其部下在沟通上的致命失误，导致最后不得不在条约上签字盖

章。这一决定因未得到天皇认可，遭到日本尊王派的反对，直弼也因此树立了颇多的政

敌。 

当时的将军德川家定（1824-1858）体弱多病，幕府政局很大程度上由井伊直弼把持。

为了镇压反对派，直弼将反对其政策的 100 多名官员和民间人士投狱或处刑，后世称之

为“安政大狱”（1858-1860）。其专制行为引发了必然的反抗，1860年 3月 3日，井伊直

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 17名武士暗杀，史称“樱田门外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