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存歷史的槍炮戰爭：島原之亂 

 

九州南部爆發的島原之亂（1637-1638），是一場由大約 37,000名農民和浪人（失去

領主的武士）為反抗德川幕府（1603-1867）政權而掀起的起義，他們的憤怒來自於苛捐雜

稅和宗教迫害。島原藩前任藩主信奉基督教，起義者中有許多人都是在其統治期間闔家改

宗的吉利支丹，即自 16 世紀至明治時代的日本基督教徒。在初期的幾次小規模武裝衝突

之後，起義軍躲進了一處城郭尋求庇護，引發了一場長達數月的圍城之戰。 

荷蘭商船隊為幕府攻城部隊提供了炮艇和加農大炮，起義軍手中的火繩槍可能來自荷

蘭商人的對手葡萄牙人，交戰雙方都裝備了精良的火器。 

起義軍最終耗盡城中的糧食和彈藥，幕府軍隊攻佔了城郭。數萬起義軍或死於戰鬥，

或在平定之後遭到處決。 

島原之亂結束後，幕府加強了閉關鎖國政策，進一步強化基督教禁令，同時針對製造

與持有火器實施了新的限制令。短短數年之後，幕府幾乎斷絕了與西方諸國的往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