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贺藩和前田家族的文化政策 

 

  在江户时代 (1603–1867)，幕府政权下有大约 250 个相对自治的藩领，现在的石川

县当时属于其中的加贺藩。从 1583 年到 1871 年废藩置县，前田家族共有 14 任藩主统治

加贺藩。得益于前田家族对加贺藩传统艺术的强劲支持，这种文化传统历久弥新，并延

续到今天石川县的文化生活中。 

  加贺藩是一片地域辽阔、富饶多产的农业区域。由于各藩地的财富取决于其农作物

（尤其是大米）的产量，因此前田家族的收入仅次于幕府本身的总收入。 

  在江户时代之前，日本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战。武将们各自拥兵，割据一方，争斗

不休。16 世纪末，德川家族在征战中崛起，并于江户建立了幕府政权。德川家族清楚地

意识到，拥有更多财富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来招募和装备军队。前田家族这样富裕的藩

主一旦不再效忠，并将财富用于叛乱，将会构成重大威胁。 

  而前田家族也担心自己因为富甲一方而被幕府视为政治对手。为此他们选择了一种

高明的政治策略，将财富大量投入能剧、装饰艺术和茶道等非军事活动。因为这种策

略，前田家族得到了幕府将军的青睐，获得了一些官职；他们管理的金泽尽管远离首

都，也发展成为地区中心。与此同时，前田家族通过发展文化影响力，以一种和平的方

式抵消幕府控制，从而维护领地的独立。 

  前田家族的文化政策大致可以分为收藏工艺品和培养工艺人才两个方面。收藏精美

的艺术品可以提升藩主的威望。这种兴趣在武士阶层并不少见，然而，前田家族的财力



格外雄厚，更愿意为收藏一掷千金，因此得以将日本各地的许多珍品和杰作纳入囊中。

但前田家族并不仅仅满足于收藏，更以推动当地艺术和工艺发展作为治理藩地的基础。

他们通过提供丰厚的资助、补贴和土地，吸引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们来到加贺藩。在前

田家族的邀请下，不少艺术家从京都和江户（今东京）迁居至金泽，并开发出石川赖以

闻名的许多工艺，例如加贺友禅染丝绸。 

  前田家族所推行的措施中影响最深远之一，是将金泽的武器盔甲修理坊改造为综合

多种工艺类型的加贺藩御细工所。在历任藩主的财政支持之下，艺术家们不断磨炼技

艺，培养传人，并合作进行突破边界的创新项目，创造一流的作品。前田家的第五代藩

主前田纲纪 (1643–1724) 广泛收集和汇总当时日本各地的工艺样本，编成“百工比照”，

这一收藏集为加贺藩御细工所的工匠提供了指导和启发。今天石川的漆器、金属工艺和

木工的许多关键技术都源于这一创新机构。 

コメントの追加 [u1]: 【修正指示】 

二重表現ですので、削除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コメントの追加 [VT2R1]: 修正いたしまし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