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槍械與權力之爭 

 

槍械被引入日本時，正值烽火頻仍的年代。1460 年代，室町幕府（1336-1573）對全

國各地的掌控力逐漸式微，權力的真空導致硝煙四起，各地大名（領主）的爭戰持續了 100

多年。而當中，比起沒有火器的大名來，使用火器的一方更佔優勢，可以說，火器在戰爭

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力。 

戰爭的其他變化也進一步擴大了槍械的影響。1543年，火繩槍剛剛被引入日本，大名

們立刻意識到了它對於以步兵為主的軍隊所起的作用。當時，步兵已經開始漸漸取代騎馬

的武士活躍在沙場。操作火繩槍不必如弓箭那樣需要大量的訓練，能讓步兵發揮更重要的

作用。很快，步兵便成了大名槍炮隊中的主力。 

 

先驅者：織田信長 

說到與火繩槍關係最緊密的強大軍閥，非織田信長（1534-1582）莫屬。他是一位足智

多謀且意志堅強的領袖，步步為營確立了自己統治日本的地位。1573年，他廢黜室町幕府

的最後一任將軍，繼而擊敗或征服了大部分對手。雖然織田信長看似勢不可擋，然而，他

登上將軍之位的努力卻終結於 1582年的一場背叛與刺殺。 

軍事奇才織田信長以不拘一格和善於創新聞名。在 1575年的長篠之戰（篠，音同「小」）

中，織田信長派出一支槍炮隊，擊退了對手武田勝賴（1546-1582）的精英騎兵隊發起的衝

鋒，掃清了阻礙他奪取天下的最後一道障礙。 

 

武裝起義者：一向一揆 

一向一揆（音同「葵」）非大名軍隊，是一個由反對大名的農民、下級武士和佛家武

僧組成的非正規軍組織。這支武裝力量很早便接受並開始製造火器。 

1569 年，為爭奪今名古屋市的控制權，一向一揆與織田家發生衝突。1570 年，織田

軍遭一向一揆伏擊，其中包括來自根來寺的武僧，而這座寺院正是日本最早的槍械製造中

心。起義軍靠槍炮隊的力量逼退了大名的軍隊。這場漫長的戰爭持續 10 年，織田信長付

出了高昂的代價才取得了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