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存历史的枪炮战争：长篠之战 

 

1575 年的长篠之战（篠，音同“小”）或许是 16 世纪最出名的枪炮战役了。当时，火

绳枪依然是比较新型的武器，而战争结果佐证了它们所具备的战术价值。 

这场战事发生在设乐原，即如今日本中部的爱知县境内。战争的一方是那个时代最强

大的军事力量之一武田军，由武田信玄(1521-1573)的儿子武田胜赖(1546-1582)率领。另一

方则是织田信长(1534-1582)及其家臣德川家康(1543-1616)——未来的幕府将军所率联军。

当时，武田胜赖的军队包围了联军控制的一座城郭，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需要奋力突破包

围圈。 

对这场战争联军的胜因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最终决定这场战事胜负的是织田军中的

3000 名火枪手。才识卓然的名将织田信长大规模引入了火绳枪，他将火枪手编为三排，安

置在城郭对面一片平原的栅栏后面，随后诱使武田军的骑兵精锐发起冲锋。一时间枪炮齐

鸣，挥舞着大刀与长枪的马上骑兵被纷纷击落，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最终大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