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畠山家族与七尾城之围 

 

内讧与背叛是能登畠山家族（畠，音同“田”）史上挥之不去的噩梦。该家族源于京都，

从 1391 年开始统治能登国（今能登半岛，“国”是日本古代行政区划，有别于国家），直至

1577 年七尾城陷落。畠山家族统治期间，一直无法有效辖制家臣而最终被夺权。在家臣间

的权力和派系争斗中，诞生了一个名为“畠山七人众”（7 位权臣）的政治集团，从根本上

导致了七尾城陷落，畠山家族也就此结束了对能登的统治。 

 

建造山城 

1515年，畠山义总(1491-1545)成为能登畠山家族第七代家主，在其统治期间，能登

走向繁荣。畠山义总成功平息了畠山家族内部纷争，组建起自己的军事力量。他建造了七

尾城，将之作为居城，并从京都邀请学者前来讲学，奖励工匠和商人移居七尾，一座欣欣

向荣的城下町（围绕城郭发展起来的市镇）在七尾城山脚下兴起。此外，畠山义总还控制

了七尾湾和富山湾的海运，为开发七尾南部的宝达金矿也作出了贡献。直到 55岁去世前，

他统治下的七尾和畠山家族一直保持着兴旺与安定。 

 

脆弱的同盟 



畠山义隆(1556-1576)在 1574 年兄长突然去世后掌权，出任能登畠山家族的第 11 代家

主。此时，畠山义隆才十几岁，实权便落到了由重臣组成的畠山七人众手中。有人怀疑他

的兄长是死于家臣暗杀。 

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畠山家族就与重臣共同治国，其中遊佐家族和长家族甚至在城

郭内拥有高墙围合的宽广宅院。这些家臣经常勾心斗角，为争权结成不稳定的同盟。遊佐

续光(?-1581)是能登国珠洲地方出身的武将，逐渐成为七人众的笔头（家臣之首）。除了

畠山家族，遊佐续光还效忠于上杉谦信(1530-1578)。上杉谦信是越后国（今新潟县）出身

的强大武将，也是与织田信长(1534-1582)争夺天下的对手。1573 年，织田信长击败当时统

治日本的足利幕府，着手统一日本的大业。遊佐续光站在上杉家族一边，而他的妻舅——

重臣长续连(?-1577)则是织田信长的拥趸，权力斗争由此展开。 

 

被围困的家族 

16 世纪晚期，日本处在两大军阀分治之下，织田信长在西，上杉谦信在东。两人连年

征战，扫平各方势力。此时，能登国的实权落在两名对立的家臣手中，他们分别拥护一方

军阀，这就令畠山家族的立场左右摇摆。1576 年，上杉谦信决定率领约 2 万士兵进军七尾

城，围城两月却未能攻下。 



城墙之内瘟疫爆发，第 11 代家主畠山义隆年仅 20 岁便去世，他的幼子畠山春王丸

(1572-1577)成为新一代家主，实权则由长续连掌握，他也由此成为笔头。1577 年，上杉谦

信再攻七尾城，围城近 1 年。被围期间，长续连曾向织田信长求救。 

 

内部之敌 

为守住七尾城，长续连强迫城中居民们加入畠山家族的军队。但是，疫病削弱了守军

的战斗力，连年幼的家主畠山春王丸也染病身亡。据传，1577 年 9 月 15 日遊佐续光一党

在城内发动叛乱，杀死了长续连及其众多族人，打开城门迎接上杉谦信和他的军队。畠山

家族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终于迎来了末日。 

上杉谦信将七尾城与能登国的统治权赐予了遊佐续光。次年，上杉谦信突然辞世，很

可能也是死于疾病。织田信长趁机攻进能登，遊佐续光及其子投降，但据说因为谋害长续

连家族而被织田信长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