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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近幾百年歐美諸國列強掀起一股「帝國主義」殖民狂潮，日本和中國也此受影響，

中英鴉片戰爭後清國被簽訂不平等條約，日本各方志士對此有危機感，於是經過一連串的改

革「明治維新」後日本也步上了「帝國主義」的浪潮。 

 

日本積極的拓展版圖，例如，因朝鮮而演變成後來的「甲午戰爭」、與俄國有條約爭議後

演變成「日露戰爭」、日本多次挑釁中國後衍發的「日中戰爭」之後的「太平洋戰爭」等等，

日本似乎把拓展版圖當成了「民族之使命」、「國家之精神」，但除了近代以外 400 多年前日本

曾對外出兵過，但因太閣「豐臣秀吉」的病死收兵後而無收穫，此戰影響了參戰的東亞三國，

這就是「文祿慶長之役」，對此，我們將對日本、朝鮮、明朝三國的三角關係進行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 戰役相關重要人物 

    (二) 戰前日本的背景 

    (三) 朝鮮的立場與背景 

(四) 明朝的立場與背景 

(五) 戰後對三國的主要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 書籍資料彙整：透過圖書館收集相關資料，並整理相關實體資料。 

(二) 網路文獻搜尋：透過網路查找相關文獻資料，藉此探討戰後對於三國(日本、 

                       朝鮮、明朝)之相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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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戰役相關重要人物 

        

  日本的「文祿慶長之役」發生於 1592 年 4 月 12 日~1598 年 12 月 20 日，其戰爭之地為朝

鮮半島，當時日本的掌權者豐臣秀吉對朝鮮發動戰爭，此戰役前後長達六年八個月。「文祿慶

長之役」，當時的中國－明朝稱為「萬曆朝鮮之役」；朝鮮則稱此役為「壬辰、丁酉倭亂」。以

下為此戰役的相關人物解說。 

 

  (一)、日本之戰役相關重要人物 

        

   1、豐臣秀吉（1536─1598） 

 

  此場戰役的主要發起人，倭國首領，因為想擴展自己在東亞地區的版圖，發起了此場戰

爭起初是為了攻下大明因此想要佔領朝鮮，想藉此將朝鮮當作跳板，卻引來大明與朝鮮聯軍，

第一次侵朝未成談和，雖然在之後二次侵朝，但因人算不如天算，在第二次侵朝戰爭不幸病

死，於伏見城逝世。 

 

   2、小西行長（1558─1600） 

 

  侵朝軍先鋒總大將，因熟知朝鮮地理人文被秀吉委任當先鋒，戰爭初 

期在釜山登陸，因為商人世家，深知補給線的重要性，北上勢如破竹穿越 250 里抵達漢城與

加藤清正會合，後因抵擋不住聯軍撤出平壤，日軍損傷慘重。 

 

                                   

                                               

                                  

 

 

圖一：豐臣秀吉                      圖二：小西行長 

      （圖一資料來源：https://ppt.cc/fhuIqx）  （圖二資料來源：https://ppt.cc/f6DJjx） 

    

   3、加藤清正（1562─1611） 

 

  戰爭開始率領大軍攻下漢城，與小西行長會合，後因與小西行長產生不睦，獨自率領軍

隊大敗韓克誠俘虜朝鮮王子臨海君與順和君後來與朝鮮談和兩位王子也被釋放，二次侵朝時

築起蔚山城，聯軍打來以 500 人死守，在援軍到來時共同擊退聯軍。                                      

                          



文祿慶長之役‧霸道太閣與朝鮮的愛恨糾葛 

 3  

   

   4、福島正則（1561─1624） 

 

  帶領第五軍團侵略近畿道，侵略完成之後，隨後便留守近畿道，1594 年與李舜臣交戰，

被李舜臣軍隊打敗，但因此戰有功而被封地。 

 

 

 

 

 

 

 

 圖三：加藤清正                        圖四：福島正則 

（圖三資料來源：https://ppt.cc/fQuxEx）    （圖四資料來源：https://ppt.cc/fJIcYx） 

                     

(二)、朝鮮之戰役相關重要人物 

 

   1、李昖(朝鮮宣祖) （1552─1608） 

 

  在位期間，東人黨和西人黨在士大夫角逐名利的朝廷內形成導致朝廷風氣敗壞。同時日

軍入侵，使得局面更加惡化。 

 

2、柳成龍（1542─1607） 

 

  朝鮮政治家，在戰時擔任朝鮮王朝的領議政、督體察使等要職，主持政治因催促明軍進

攻王京島至明軍大敗。 

 

   3、李舜臣（1545─1598） 

 

  在海上多次以戰略擊敗日軍。1598 年配合明軍作戰時擔任伏兵，在日軍突圍時遇難，死

後被封為民族英雄。 

 

 

 

    

 

 

圖五：李昖(朝鮮宣祖)              圖六：柳成龍              圖七：李舜臣         

（圖五資料來源：https://ppt.cc/fasqOx） （圖六資料來源：https://ppt.cc/fsRF9x） 

（圖七資料來源：https://ppt.cc/fNvl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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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朝之戰役相關重要人物 

 

1、李如松（1549─1598） 

 

明軍第一次援朝前線總指揮，曾指揮明軍自死守的日軍手中奪回平壤以及王京(今首爾)，打

敗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人，停止了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腳步。 

 

2、宋應昌（1536─1606） 

 

明軍後勤總指揮官，力薦李如松等明軍大將，在戰爭時保證了明軍兵力及軍糧的後援。 

 

3、沈惟敬（?─1597） 

 

曾出使與日本談判，使明朝有調動軍隊的機會與時間。 

 

 

 

 

 

 

 

圖八：李如松                                  圖九：宋應昌 

（圖八資料來源：https://ppt.cc/fRE3xx）            （圖九資料來源：https://ppt.cc/fXBUvx） 

     

二、戰前日本的背景 

 

  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的大道上，多半是利用土地和財富來收服日本各路軍閥以及武士，

但又因日本國土面積狹小，土地有限，因此豐臣秀吉便想透過入侵朝鮮來獲得土地與財富，

好用來拉攏、安撫各路諸侯勢力，並打算通過入侵朝鮮來獲得更大的威望。 

 

  豐臣秀吉在 1588 年成功一統日本後，為了平息日本國內武士對於土地分發不均，辯決定

對外發兵以獲取更多的土地，並完成統一東亞的野心。豐臣秀吉第一步便派遣特使至諸邊國

家，要求諸邊各國臣服日本並出兵協助豐臣秀吉攻打明朝。並於 1591 年通告朝鮮國王李昖想

向朝鮮借道攻打明朝，並請朝鮮援其取明，但朝鮮因已是明朝藩屬國，而遲遲未予日本正面

回應，便給了豐臣秀吉有了打下朝鮮的理由，也開啟了這場征韓之戰─文祿慶長之役。 

 

三、朝鮮立場與背景 

 

  朝鮮 1592 年隨著李朝的建立，又受到宋朝與明朝的影響，儒家思想逐漸取代佛教思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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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家統治理念。朝鮮在儒家與佛教之間，朝鮮不僅選擇了儒家，而且還是用強制手段限制

佛教的發展，之後又有崇尚儒家排斥佛教的政策，像是全國原本的上千間寺院只留下兩百四

十間，剩餘的全數拆除，土地財產也遭全數充公。 

 

  李氏朝鮮不僅從道德上批評佛教，甚至在思想上攻擊佛教，幾乎是到達了廢除佛教的地

步。儒家思想便從此開始在朝鮮占據絕對優勢，為此奠定了朝鮮半島崇儒排佛的理論基礎，

但也因儒家文化的影響，使得朝鮮開始重文輕武、以文壓武，也對其在這場戰役造成了極大

的影響。 

 

四、 明朝的立場與背景 

 

在日軍剛侵入朝鮮時，朝鮮就不斷要求有著宗籓關係的明朝出兵援助，除了遞交正式的

國書以外，又遊說了明朝許多官員，甚至最後直接表示願意內附朝鮮，也就是指就算失去朝

鮮也要抵抗日軍的意思。但當時因為有福建海商至朝鮮經商曾聽聞日本與朝鮮將要同謀攻下

明朝的傳言，而遲遲不敢出兵援助。直到最後，明朝才認定豐臣秀吉真正的意圖不在朝鮮，

而是在明朝身上，才終於出兵協助朝鮮。 

 

五、戰後對三國的主要影響 

 

(一)、戰後對日本的主要影響 

 

隨著豐臣秀吉的去世，此戰以後，導致日本軍力大幅縮減，豐臣家損兵折將，各地大名

對於豐臣家的勢力縮減感到遲疑，失去了諸大名的仰賴，遂使德川家看準了時機，以石田三

成輔佐的豐臣政權發動了關原之戰，此戰導致豐臣家的勢力已日薄西山此戰後已確立的穿的

天下，也被稱為天下分け目の戦い，最後以大阪之戰結束了這場長達百年的戰國時代，由德

川家開啟了長達２００年的幕府時代。 

 

(二)、戰後對朝鮮的主要影響 

 

這場戰爭影響最深的應該就屬朝鮮了，表面上是牽動東亞三國的戰役，實際上朝鮮根本

是日本、明朝兩大國相鬥下的犧牲品。戰爭期間，朝鮮人民流離失所、民不聊生，農業產量

大減，經濟秩序長達十多年仍無法恢復；戰後朝鮮與日本的關係也理所當然的惡化了，直至

1607 年派遣通信使至日本後，朝鮮與日本的關係才逐漸好轉。 

 

朝鮮原為以儒教思想為大宗的國家，重文輕武，在當時軍人待遇甚差，交戰時聽到砲聲

就逃之夭夭，毫無戰鬥力，只能依賴明朝來抗衡日軍，而被作為文祿慶長之役主戰場的朝鮮

可以說是千瘡百孔，給了朝鮮很大的創傷，朝鮮吸取了教訓，開始重軍事和在戰爭中大顯神

威的「熱兵器」，之後滿清出兵朝鮮但兩次皆為朝鮮重創滿清；也因這場戰役明朝幫了非常大

的忙，朝鮮對明朝的尊崇達到最高峰，甚至為明朝將士立祠以感謝明朝的幫助，甚至在後來

投降於清朝後，仍暗地裡支持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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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對明朝的主要影響 

 

除了本文主題的文祿慶長之役外，明朝其他兩場為了平定叛亂的寧夏之役和播州之役，

這三場都是明朝的勝利，史稱萬曆三大征，但三場都是相當大規模的戰役，而且還是接連發

生，明朝也都傾國之全力打仗，早已經嚴重拖垮了明朝的國力與財政，以上種種的跡象似乎

早也已象徵著明朝滅亡的危機。 

 

北方的女真族，也就是後來的滿清看準時機，開始起兵攻打明朝，而李自成也在這時期

起兵造反，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滅亡後他想要鎮守山海關的將領吳三桂投降，但談判多次吳

三桂仍未予正面回應，於是李自成便起兵攻打吳三桂，此時的吳三桂一面要抵抗李自成，一

面要抵抗滿清，兩面受敵，於是吳三桂決定聯合滿清，引清軍入關，打敗李自成，此時滿清

入主中原已決定了局勢。 

 

參、結論 

 

  本組透過此次專題研究發現，人們若越是積極地擴展自己的野心，勢必也會對自己造成

無可抹滅的損傷，甚至什麼都無法得到。 

 

秀吉雖然想積極地擴建自己的野心，也散發了渾身的自信，但是最終還是失敗了，隱喻

人們不能被自己的野心沖昏頭，否則總有一天會被自己的野心吞噬 

應當一步一腳印不可好高騖遠。 

 

但是值得我們探討的是秀吉的行動力和他為長遠未來的遠見，人若少了遠見只貪圖近利，

往往最後會走向滅亡的道路，但是在秀吉身上所看到的，卻是想好下一步的未來並積極邁進。 

 

  在此研究的最後，我們可以看得出，從歷史上我們可以得知許多事情，不少人說學歷史

有什麼用處，其實用處良多，從歷史可以學習很多，也可以避免犯了與前人的錯，有了前人

的前車之鑑，我們才能在失敗中學習，從失敗中進步，甚至將失敗變為轉機。 

 

肆、引註資料 

 

【書籍資料】 

1. 馬伯庸、汗青(2013)。帝國最後的榮耀：1592 年的一場東亞關鍵戰役(上)。台灣：華文創

作 

2. 馬伯庸、汗青(2013)。帝國最後的榮耀：1592 年的一場東亞關鍵戰役(下)。台灣：華文創

作 

3. 高拙音(2011)。萬歷朝鮮戰爭︰中日大決戰。中國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文祿慶長之役‧霸道太閣與朝鮮的愛恨糾葛 

 7  

【網路資料】 

1. 萬曆朝鮮之役不同角度的觀點。2018 年 1 月 5 日，取自                        

https://www.ptt.cc/bbs/historia/M.1259472713.A.43D.html 

2. 1592，壬辰之戰：一場中日韓三國之間的大戰 。2018 年 1 月 5 日，取自

https://gushi.tw/1592%E5%B9%B4%EF%BC%8C%E4%B8%80%E5%A0%B4%E4%B8%AD%E6

%97%A5%E9%9F%93%E4%B8%89%E5%9C%8B%E4%B9%8B%E9%96%93%E7%9A%84%E5

%A4%A7%E6%88%B0/ 

3. 萬曆朝鮮之役。2018 年 1 月 5 日，取自 http://oursogo.com/thread-2234885-1-1.html 

4. 維基百科：萬曆朝鮮之役。2018 年 1 月 5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C%E6%9B%86%E6%9C%9D%E9%AE%AE%E4%B9%

8B%E5%BD%B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