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津藩的武士精神 

 

武士生活建立在一种被称为“武士道”的道德行为准则上。忠义、勇气、礼节、仁慈、

节俭和荣誉等价值观受到高度重视。武士并不是单一固化的群体，研究表明，他们的生活

方式因时代和居住地区的不同而存在许多差异。然而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会津武士体现了

武士道精神的最高境界。在会津若松，现在依然能找到许多见证武士道精神的历史遗迹，

当地居民也对他们的这项文化遗产深感自豪。 

 

正义的生活方式 

会津武士的座右铭是“宁可为义而死，决不背义而生”。18世纪晚期有两套为会津藩武

士制定的行为规范，一套针对藩主，一套针对家臣，但两套都反映了这句话的深义。规范

中要求武士尊重民众的人权，比如不伤害老弱妇孺，以及不破坏敌人的房屋稻田，不杀害

他们的牲畜。 

会津武士还受过良好教育，特别喜好文化活动，比如茶道、诗歌和书法，以及武术、

马术和剑术。参观会津若松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武士生活。 

 

日新馆 

这所学校于 1803 年在会津成立，专门培养 10～17 岁的会津武士子弟。学生们在这

里接受全面的教育，以身心兼修、文武双全为目标，为日后服务于藩主的生活做准备。日



新馆位于鹤城（会津若松城）附近，被认为是同类教育机构中的佼佼者，甚至接受渴望向

会津武士学习的他藩家族来访。6～9 岁的男孩在进入学校之前就要学习被叫做“什之掟”

的少儿武士行为准则，以尊重他人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基础理念。即使在今天，这些准

则依然是会津若松的教育核心。日新馆在戊辰战争(1868-1869)期间被摧毁，但 1987年，

人们在大约 8公里外的会津若松市郊区忠实再现了这所学校当年的风姿。 

 

白虎队 

这支参加了戊辰战争的队伍大约有 300 人，主要由 15～17 岁的少年组成。在因战

争中断学业之前，他们都是日新馆的学生。在一次战斗中，他们中一支 20人的队伍与其

他部队失去联系，败退到饭盛山上。当他们看到下面的小镇上升起烟雾时，误以为鹤城已

经落入新政府军手中，但其实烟雾只是来自附近的民房。少年们不愿向敌人投降，最终选

择了自尽，只有一人被路过的妇人救起后幸存下来。这些少年战士的坟墓就建在饭盛山上。 

 

会津武家宅邸 

会津武家宅邸中最核心的建筑，是根据西乡赖母(1830-1903)故居精心重建的武士住

宅。西乡赖母是会津藩主的家老（家臣之首），也参加了戊辰战争。战争期间，他的妻子

千重子(1835-1868)和五个女儿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一同留在家中。当战败的消息传来，

这些妇女不愿被俘，纷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千重子用刀杀死了她的三个小女儿，然后和



她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两个妹妹以及婆婆一起自尽而亡。 

 

新岛八重 

新岛八重(1845-1932)是会津藩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她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用枪，并参

加了会津战争(1868.6-1868.11)。当会津藩军队在被围困长达一个月后向新政府军投降时，

据说新岛八重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她对鹤城的爱：明日夜，何国人，凝望月色罩我城。 

新岛八重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成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倡导者。鹤城内有一座她的雕像以

及关于她生平成就的展示。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为支持东北复兴，日本 NHK 在 2013

年推出了大河剧《八重之樱》，讲述的就是新岛八重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