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本藩戊辰出兵紀念碑 

 

這塊石碑是為紀念戊辰戰爭（1868-1869）中參戰的 261 名松本武士而立。戊辰戰爭

是在最後一任德川幕府將軍的勢力（擁幕派）與支持政權回歸天皇的新政府軍（倒幕派）

之間爆發的內戰，也是明治維新（1868）的第一個階段。它直接導致了德川幕府的終結，

引發了社會與政治的全面變革，進而推動了日本快速走向工業化。 

18世紀晚期至 19世紀早期，頻繁發生的饑荒、通貨膨脹和農民起義令德川幕府疲於

應對。許多低階武士也勉強養家糊口，因此即便在武士階層內部，對幕府的不滿情緒也日

益高漲。雖說名義上武士依然高踞社會頂層，但誰都免不了要向極其富有的「下層公民」

商人借貸。 

1853 年，美國海軍司令官馬修·C·佩里率艦隊駛入江戶灣，要求幕府開放與美國的商

貿往來。1854年，幕府官員接受並簽署了第一份非常不平等的商貿條約。這樣的退讓，令

幕府體制逐步衰落。 

對幕府政權的不認同，加上對外國勢力的反抗情緒，激發了大名（領主）、低階武士

以及浪人（失去領主的武士）心中的不滿，他們試圖推翻幕府，恢復數百年來有名無實的

天皇政權，，名「「大政奉還」，。見反反對浪浪日益高，，最後一任幕府將軍德川喜（（1837-

1913）主動退位，將政權交還天皇。 

儘管如此，倒幕派依舊窮追不捨，希望能徹底剝奪德川家的地位和權勢。來自薩摩藩

的武士開始潛入江戶（今東京），實施搶劫、縱火、殺人等行徑，煽動恐懼情緒，試圖以

此削弱民眾對幕府的支持。面對如此情形，德川喜（派遣信使攜書信前往位於京都的朝廷，

向天皇提出抗議。德川喜（的信使被倒幕派拒之門外，衝突爆發，戊辰戰爭就此開啟。 

天皇很快贏得了西部諸藩的支持，然而，中部與北部的大名卻發生了分歧，。松本藩主

搖擺不定，直到 1868年 2月 29日才最終決定支持倒幕派。 

1868年 5月 3日，德川喜（不戰而降，交出了幕府政治中樞——江戶城。然而，戰爭

並沒有停止，新政府軍繼續向北部和東部追擊舊擁幕派。及至 1868 年秋，幕府最強大的

支持者中大半已經被迫投降，殘餘勢力逃往北海道南部。最終，這一支最後的力量也在新

政府軍隊的奇襲下投降。1869年 5月 20日，戊辰戰爭結束。 

紀念碑的正面記錄了松本藩軍隊在東京以北和西北部北越、會津、宇都宮等地參與戰

鬥的情況。背面鐫刻著 261名武士的姓名、職位和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