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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之卷　其一

開戰不久前，開戰不久前，
鐘或太鼓會隆隆作響鐘或太鼓會隆隆作響

何謂「評定」？

下達陣觸時，會快

速且激烈地敲打。

陣鐘

有時會直接口頭

傳達而非借助樂

器傳達。

口頭

接到陣觸後，地

侍與農民們都會

集結至領主的所

在處。

動員

竟是透過商議
來決定的，很
意外吧？

其一

其二

其三

由大名與重臣透過評定來決定是否開戰。

決定開戰後，各武將應回到領地下達陣觸。

下達陣觸時不妨積極活用音響效果絕佳的樂器。

開戰順序的三條準則開戰順序的三條準則
開戰之前，戰國大名會召集多位重臣來開評定會議，即所謂的幹部會

議。如果評定的結果是免不了一戰，才會開始進入動員計畫與行軍路線之

評估、交戰時的基本戰術等具體的作戰計畫。勝算較低的時候，也會透過

評定來商討和談或投降事宜之安排。

透過評定來決定
是否開戰1

當大名宣告開戰的決定後，

身為部下的武將們便會回到自己

的據點召集士兵，這就稱為陣觸

（動員令）。此時會運用鐘或太

鼓、海螺這類音響效果絕佳的樂

器。陣觸本身亦可視為宣告戰事

揭幕的信號。

陣觸是指通知領地的
士兵與農民開戰2

戰國時代的幹部會議。

平時也會每月召開3次

左右。

戰國大名

地圖
圓陣

雖然是採取多數決的

形式，但下達最終決

定的當然還是身為首

領的大名自己。

只要了解戰場的地

理，便能讓戰役往

有利的方向推進。

也有助於設定行軍

與敗退時的路線。

多位重臣會以戰國

大名為中心，圍繞

其四周而坐。

傳遞信號的道具類

主要是使用鐘或太鼓。一旦這類聲音

響徹國內，無論是否願意，交戰機率

都很高。

知識度知識度

「評定」為大名與諸多重臣商議軍事的場合。只要在此決定要

開戰，幾位武將便會在自己的陣地敲響鐘或太鼓來召集士兵。開戰順序主
題

即將

開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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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前會透過出征前會透過
食物名稱的諧音討個好兆頭 食物名稱的諧音討個好兆頭 

自室町時代起武家代代相傳的禮法之

一，又稱為三三九度。

三獻儀式

出征前也有些事是禁止的。與女性有

肌膚之親也是禁忌。

禁忌

這是個戰敗便意味
著死亡的時代。當然
要討個好兆頭呀！

這樣就等同

於勝仗啦！

其一

其二

其三

出征前期盼必勝並舉行儀式是武家的習慣。

討吉利或祈求神明保佑絕非可恥之事。

於小飯桌上擺放吉祥食物的三獻儀式為武家禮法的基本。

討吉利的三條準則討吉利的三條準則
即便做好了交戰的準備，當時的武將們也不會立即行動。按照慣例他

們會先舉行祈求勝仗的儀式。此外還會進行充滿迷信色彩的討吉利活動。

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盡是一些毫無科學根據的作為，但畢竟馬上就要趕

赴搏命的戰場了，儘管很微渺，仍需要一點心靈上的寄託。

從身邊發生的事
來占卜自己的武運1

武將會在出征日宣誓必勝，

並舉行「三獻儀式」。擺於小飯

桌上的食材有3種，分別為打鮑

魚（切成細長條的鮑魚乾）、勝

栗（乾燥的栗子果實）與昆布。

吃下這些代表吉利的食物，意指

「痛打」敵人取得「勝利」之後

「歡天喜地（※）」。酒杯有大

中小之分，分別各飲酒3次一共

9次，藉此討個好兆頭。

舉行必勝儀式，「痛打」敵人
取得「勝利」，「歡天喜地」！2

狗

出征之前，如果狗從左往

右橫穿而過即為凶兆，由

右往左跑過則視為吉兆。

鳥若從敵方所在位置往自己

陣營的方向飛來即為凶兆。

反之則視為吉兆。

吉凶之兆
時至今日，祈求勝利的討吉利儀式中，

有些被認為並無科學根據。

知識度知識度

時運左右勝敗。為了多少吸引這種運氣，戰國時代的武將們

都會在出征前舉行各式各樣討吉利的儀式。吉凶之兆主
題

打鮑魚

勝栗昆布

酒杯

鳥

戰之卷　其二

※昆布的日文發音為Konbu，與歡喜的「喜ぶ
（Yorokobu）」發音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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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中不可少了戰役中不可少了
協助戰國大名指揮戰略的軍師協助戰國大名指揮戰略的軍師

深諳陰陽道的軍師會針

對日期、時間與方位分

別占卜出吉凶。

占卜吉凶

根據兵法向主君提出具體戰術等適當的

建言。

規劃戰術

向軍神祈求勝利。據說曾有軍師如巫師

般要求活祭品⋯⋯。

祈禱戰勝

切斷鎧甲的上帶。意指「不脫下鎧甲」，

是一種宣示赴死意志的儀式。

斷上帶

透過抽籤來占卜出征的日期、時間

與方位。

抽籤

最早的軍師
吉備真備是奈良
時代的人呢。

其一

其二

其三

軍師源自於陰陽道，因此包辦軍中的所有儀式。

占卜吉凶來決定開戰的日期、時間與方位亦為軍師之職務。

向主君獻策、擬定戰術，引導戰事旗開得勝。

軍師的三條準則軍師的三條準則

據說吉備真備是日本史上最

早的軍師。他還被視為陰陽道之

祖，後世的軍師形象也繼承了這

個面向。結果到了戰國時代，開

始要求軍師承擔更多的職務，不

僅要主持儀式，還開始身兼戰略

家的身分。

軍師的性質與職務
在戰國時代有所轉變1

軍師的初期定位為陰陽師或巫師，在交戰前占卜吉凶並祈求必勝亦為

其職責所在。除了操持其他各式各樣的出征儀式之外，還會傳授戰勝時確

認敵方頭顱的首級檢驗做法，以及戰勝時的吶喊方式。有時甚至還會擬定

戰術。

軍師曾是如陰陽師或巫師般的存在2

由軍師舉行的儀式

具備陰陽師性質的軍師會在陣營中主持

占卜或祈禱等儀式。

知識度知識度

軍師通常都給人一種策略家的印象，不過其源頭為陰陽道

（※）。因此連祈禱與占卜都是他們的重要任務。軍師主
題

我軍佔有

地利之便。

該選擇

哪一張好呢。 這場勝負

可能會贏呢。

※自中國傳入的學問。

上帶

戰之卷　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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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隊移動中，總大將在軍隊移動中，總大將
會待在最安全的隊伍中心處會待在最安全的隊伍中心處

其一

其二

其三

大名的軍隊是分成前軍、中軍與後軍來行軍。

軍隊的最小單位「備」是依武器種類編制而成。

每一支「備」在行軍中會依預想的戰況來編列隊伍。

部隊編制的三條準則部隊編制的三條準則

前軍若是遭突破
可就危險了！

戰國大名的軍隊在行軍時，會依行進方向分為前軍、中軍與後軍三大

隊。有先手（先鋒）之稱的前軍遇上敵軍的機率比較高，因此會配置大量

的精銳。中軍相當於本隊，總大將也會在直屬部下們的保護下待在此隊。

後軍則是在前軍與中軍處於戰鬥狀態時作為預備軍，一般以防範後方為主

要任務。

將精銳安排在前軍
與敵人交鋒

唯有擁有某種程度以上

的領地才有此資格，為

戰場上的焦點人物。會

讓奉公人（家來）拿著

各式各樣的武器。

騎馬武者

在戰國初期曾是軍隊核心的主力部隊。

自從步槍普及以後，便開始改為指派護

衛任務等。

長槍組

於戰事剛開打時進行射擊戰，宣告戰役

揭幕。到了戰國時代後期增加了數量，

成為軍隊的主力。

步槍組

前軍、中軍與後軍分別由相當於部隊的「備」所構成。備亦為軍隊裡

可獨立行動的最小作戰單位，是依武器的種類編制而成，有弓箭、步槍、

長槍的各種足輕隊、騎馬武者隊、小荷駄隊等。軍隊愈龐大則備的數量也

愈多。

相當於部隊的「備」為軍隊的最小單位2

戰國時代的軍隊分為前軍、中軍與後軍。各支軍隊皆分別由相當於部隊的無數支「備」所

組成。而這些備又是步槍組、弓箭組、長槍組、騎馬隊與小荷駄隊（運送軍糧或彈藥的人

馬）之集合體。

前軍（先手）

前軍的
大將

後軍的
大將

備 備 備 備 備 備 備

後軍中軍

總大將 馬迴

行進方向

戰國軍隊的主要結構

1

知識度知識度

依各種武器種類編制而成的部隊即為「備」。一支軍隊是由

多支備所組成，在行軍中也會依預設好的布陣來編列隊伍。部隊編制主
題

上戰場吧！ 騎馬武者

奉公人（家來）

奉公人（家來）

戰之卷　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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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中有專門軍隊中有專門
只運送貨物的搬運部隊只運送貨物的搬運部隊

武具

載貨車

米袋

上級武士不會自

己搬運武器，而

是交由小荷駄隊

來運送。

戰國時代基本上

道路顛簸難行。

一般認為是從江

戶時代才開始運

用載貨車。

除了作為主食的

米外，也會搬運

味噌與鹽等。

牛

有時也會利用牛來

搬運。缺點是移動

速度比馬還要慢。

慢慢悠悠、慢條斯理……慢慢悠悠、慢條斯理……

其一

其二

其三

僅靠士兵打不了勝仗，物資運送才是勝敗的關鍵。

軍糧、武器彈藥與各種道具的搬運皆由小荷駄隊包辦。

皆為非戰鬥人員，因此最好時刻留意敵人的襲擊。

小荷小荷駄駄隊的三條準則隊的三條準則

哞～哞～

肚子空空
打不了仗，
此話不假。

在戰國時代，遠征日益增加，且交戰期間有拉長的趨勢。兵力自不待

言，餵飽這些士兵的糧食與用以持續戰事的武器彈藥之補給愈來愈重要，

「小荷駄隊」便是為此而設置的專門部隊，通常會於行軍中跟在軍隊最後

方。小荷駄隊是由小荷駄奉行從農村集結來的非戰鬥人員所組成。

沒有軍糧或武器，
大軍無以為繼

不僅限於軍糧，連武器與彈藥等消耗品都是由小荷駄隊負責搬運。此

外，據說貨物中還含括了營造陣地所需的土木作業專用工具。小荷駄隊的

重要性高，戰鬥力卻相對低落，因此也是軍隊的弱點所在，敵方也大多鎖

定其為攻擊目標。

戰力薄弱的小荷駄隊對敵方而言是最大的目標2

小荷駄隊的編制

陣夫搬運的馬小荷駄奉行

負責運送物資的

人們。屬於非戰

鬥人員。

每匹馬運送2∼
4包米袋。

率領小荷駄隊的武士。

騎著馬帶路，負責護衛

與監視的角色。

小荷駄隊的戰鬥力低且速度慢，

很容易成為攻擊目標。

搬運物品

曾利用馬以外的動物運送？

為了支撐長期的遠征與戰役，小荷駄隊會運送各式各樣的物品。

以馬來搬運為主流，不過也會因應狀

況採用其他的搬運方式。

1

知識度知識度

小荷駄隊負責運送軍糧或武器等維持軍隊的必備品。雖然不

是戰鬥人員，卻是掌握軍隊生命線的重要角色。小荷駄隊主
題

希望不會被

敵人襲擊……

戰之卷　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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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開打不久前，雙方的弓箭手戰役開打不久前，雙方的弓箭手
會射出一射便發出聲音的鏑矢會射出一射便發出聲音的鏑矢

撤退不等於戰敗！

織田信長曾參加與朝倉氏對戰的「金

崎之戰」，但察覺妹夫背叛而下定決

心撤退。上演了完美的撤退戰，成功

保存了兵力。

戰役
小檔案

其一

其二

其三

雙方對陣結束後，便依循既定順序開戰。

待長槍隊破壞了敵陣，再派騎馬隊從該處進攻！

若認清敗局已定，不妨在無可挽回之前先撤退。

交戰順序的三條準則交戰順序的三條準則

戰國時代
連作戰都有
一套規矩。

兩軍布陣完畢後，戰役便會隨著「齊聲吶喊（日文為「鬨の声」，為
了提高士氣眾人同時喊叫的聲音）」揭開序幕。一開始進行的是「箭矢交

鋒」。以發出聲音飛射出去的鏑矢為信號，弓箭隊同時射箭，便會有大量

箭矢落到雙方陣地。自從步槍廣為普及後，有些時候會改以步槍交鋒來取

代箭矢。

以箭矢交鋒作為信號
戰事就此揭幕

箭矢交鋒結束後，局面為之一變，開始進入近身戰。一開始是長槍士

兵彼此互打互刺。當敵陣出現混亂後，便輪到騎馬士兵出場了。在混戰之

中，倘若戰況對己方較為不利而不得不撤退的話，便要展開戰役中最艱難

的一關─同時抵禦追擊的撤退戰。

騎馬隊衝進由長槍隊所引發的混亂之中！2

1

與敵方對陣後，讓己方軍隊前進至敵陣附近。

敵方也會回應此舉縮短雙方的間距。

進攻

以鏑矢（※）為信號，戰事
就此拉開序幕。弓箭手弓箭

齊發的「箭矢交鋒」讓雙方

都箭如雨下。

箭矢交鋒 由長槍隊士兵在軍隊前方展開壯烈

的互打。一旦敵陣出現混亂，便趁

勢挺進！

長槍互刺

彼此破壞對手的布陣，便自然而然陷入

混戰狀態。戰役會一直持續到其中一方

撤退，或是某方的總大將被殺為止。

激烈交戰

待長槍隊讓敵陣露出破綻後，騎馬

隊便活用與生俱來的機動力衝入敵

陣。讓敵陣更加分崩離析。

騎馬隊衝陣

1

2 3

5

4

知識度知識度

戰國時代的戰爭並非突然開始的。直到雙方交鋒而陷入混

戰狀態之前，都是依照一定的順序推進。作戰順序主
題

預備！

衝啊～

衝啊～

衝啊～
衝啊～

突擊～

射！

※指一發射就會發出聲音的箭。

戰之卷　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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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高喊「欸咿欸咿」，大將高喊「欸咿欸咿」，
士兵回以「喔！」後即展開攻擊士兵回以「喔！」後即展開攻擊

吉利支丹的齊聲吶喊

在島原之亂中，吉利支丹（指稱基督

教教徒）曾經齊聲吶喊著「聖地牙哥

（Santiago）」。這在西班牙意指聖
雅各，亦為伊比利半島的地名。據說

過去在該地與異教徒發生糾紛時，西

班牙人也曾發出這樣的吶喊。

戰役
小檔案

其一

其二

其三

從「欸咿欸咿」、「喔」的齊聲吶喊揭開戰役序幕。

如果想提振士氣，就要大家一起齊聲大喊。

不光靠人聲，不妨也利用太鼓或海螺等樂器。

提高士氣的三條準則提高士氣的三條準則

咚咚咚咚

高聲吶喊
便會有力量
湧現呢。

開戰時，大將會高聲吶喊「欸咿欸咿」，旗下的士兵們則齊聲回應

「喔！」。此即齊聲吶喊。以日文發音來看，「欸咿（ei）」音同「銳」（另

有一說是「曳」等），而「喔（ou）」則為「應」之意。戰勝時也會這樣發

出勝利的吶喊。可說是在大批人馬面對面的戰場上特有的鼓舞士氣法。

大家齊聲吶喊
為內心增添氣勢

為了提高戰鬥中士兵的士氣，很多時候也會運用太鼓或是海螺這類樂

器。可以連續敲打又易於變化拍子的太鼓尤其有用，採取攻勢時（懸鼓、

壓鼓）或混戰正酣時（急鼓）等，鳴鼓方式會因應狀況而有所不同。

根據戰況改變太鼓的打法2

1

用於振奮士氣，或是指

揮軍隊進退等各種聯繫

時使用。

揹式太鼓

大將等用來發號施令。

吹奏海螺者的職稱名為

「貝役」。

海螺

較大型的太鼓會由多人扛著。

陣中太鼓

齊聲吶喊

有詢問「準備好了嗎？」的

含意。用於你死我活的搏

命戰場上，意在確認己方

的戰鬥意志。

面對大將「準備好了嗎？」

的詢問，士兵會鬥志十足

地回應一句「喔！」。

策馬奔馳時藉由叫喊來增

加氣勢。

「欸咿欸咿」 「喔！」

「欸咿欸咿」

「衝啊」
藉著大批人馬高聲叫喊

來提高士氣的方式。

知識度知識度

宏亮的聲音除了能提高戰鬥意志外，還有震懾敵方的效果。

效果最佳的便是齊聲吶喊。有時也會運用太鼓等樂器。提高士氣主
題

喔！

欸咿欸咿

噗～

戰之卷　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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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分辨信號，作戰中為了分辨信號，作戰中
會使用訴諸眼力或耳力的道具會使用訴諸眼力或耳力的道具

指揮信號道具
是為了讓士兵
能移動自如。

其一

其二

其三

若要在戰鬥中傳達命令，會使用依靠視覺或聽覺的指揮道具。

視覺上的道具會選擇較華麗的設計以便引人注目。

聽覺上的道具也會在聲音的長短或次數等做變化。

命令與信號的三條準則命令與信號的三條準則

軍配亦可說是戰國武將獨有

的標記，原本是用以占卜吉凶之

物。采配則是手把末端垂著紙片

或獸毛等，也作為指揮道具來使

用。軍扇偏好較艷麗的設計以便

引人注目，會在紅色底上描繪金

箔的太陽或松木。

華麗的設計是為了
在戰場上更醒目1

指揮信號道具

近距離的信號以視覺為主，遠距離的信號則採

用依靠聽覺的方法。在某些情況下，遠距離也

會使用狼煙，藉由視覺來傳達。

軍扇

陣鐘

軍配（軍配團扇）

采配

大將用來指揮的扇

子。從鎌倉時代開

始使用。

聲音的長短、次

數等敲打方式也

會因應想傳達的

內容而變化。

陣太鼓

也會用於鼓舞士

氣。較大型的陣

太鼓則會利用拖

車來搬運。

狼煙

藉由改變煙的顏色或量來

傳達不同的內容。

軍旗

偏好從遠處也

能一目了然的

設計。

海螺

為戰場上自古使用至今的指揮道具。

從平安時代末期開始使用。

為指揮道具，同時也用來當防

身盾牌，抵擋箭或步槍子彈的

攻擊。

其原型為神社所用的

御幣（※）。用來揮舞

向同伴傳遞信號。

如果所處的位置不夠近，士

兵很難察覺指揮道具所發送的信

號。此外，在混戰時也沒有餘裕

看一眼。因此採取了利用樂器、

依靠聽覺的方法，即使身處遠方

也能了解信號，或在混戰時仍可

留意到。有時還會運用從遠方也

看得到的狼煙或軍旗。

使用各種道具
依靠眼力或聽力2

知識度知識度

在廣大的戰場上，大將會運用道具，透過視覺或聽覺來向

戰鬥中的士兵傳達命令或信號。命令與信號主
題

鏗鏗鏗鏗

戰之卷　其八

※日本神道教將獻神的紙條或布條

掛在直棍上所製成的幣束。



32 33

在戰役中持續互相乾瞪眼時，在戰役中持續互相乾瞪眼時，
會口出惡言挑釁對手會口出惡言挑釁對手

喂～膽小鬼！

其一

其二

其三

利用挑釁強逼無意戰鬥的對手上戰場。

透過焚燒田地並奪取農作物來減少敵方的軍糧。

以刺激對方神經這層意義來說，惡言相向也是有效的。

挑釁的三條準則挑釁的三條準則

這種做法很
無情，但效
果極大！

在敵區的布陣，時間拉得愈長愈會白白消耗軍糧與物資。因此有時守

方會看準這點而故意大門緊閉不出戰。這種時候進攻方所使用的戰術便是

挑釁。為了強逼按兵不動的敵方上戰場，他們會採取相當激烈且毫不留情

的方法。放火燒住家或田地也是其中一種做法。

透過挑釁來動搖對手
逼其上戰場1

挑釁行為的種類

為了讓按兵不動的敵方行動，盡可能做

些刺激對方神經的事情。

在城鎮、村子或田地放火燒個精光。燒毀田

地也意味著減少敵方的糧食。

放火

收割敵區農作物的行為。離收成期愈近則對

對方造成的損害愈大。

收割米稻

除了強闖民宅盜取家產或糧食外，還會帶走

女性與孩童。

掠奪

朝著敵陣以侮辱或謾罵的字眼叫

囂。有時會彼此互罵而演變成你

來我往的謾罵戰。

口出惡言

不燒光田地，而是收割米稻

（收割綠田），把即將要收成的

稻米或小麥全數收割，這也是代

表性的挑釁行為。此外，還會掠

奪女性、孩童或領民的家產等，

進行各種暴行。扔石頭或口出惡

言也意外地有效。只要有部分士

兵受到挑釁，便正中下懷。

會進行掠奪
甚至是口出惡言2

知識度知識度

有時布陣完畢後，對方仍是按兵不動而持續長時間的膠著

狀態。為了打破這樣的狀況，會進行各式各樣的挑釁。挑釁主
題

救命呀～

站住別跑～全歸我們

所有。

戰之卷　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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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時不全憑人力攻打！攻城時不全憑人力攻打！
還會借助火或水的力量還會借助火或水的力量

咇咇剝剝咇咇剝剝

其一

其二

其三

人數佔上風時，亦可選擇以人力攻打。

如果以人力攻打不易，則利用計策攻陷城池。

有火攻、水攻與鼴鼠遁地攻法。攻城戰得靠各種工夫！

攻城戰的三條準則攻城戰的三條準則

只要兵力懸殊，
人力攻打就
很簡單。

攻城戰對守城方有利。想要成功以人力攻打必須有壓倒性的兵力。如

果難以集結這麼多兵力，便只能以策略加以攻破。最一般的做法便是進行

火攻。利用點燃的箭焚燒城內的設施或物資，目的在於使其人力為了滅火

而分散。正因為是頗具成效的方法，所以固守城池的一方大多早已採取防

火對策。

如果不能以人力攻打
便利用計策攻陷城池1

兵力壓倒性勝過敵方時，

便憑藉龐大的人力攻陷城

池，為正攻法的戰術。

人力攻打

堵住流淌於四周的河川，讓整座城淹水。泡

在水裡也會讓步槍與火藥都成為無用之物。

水攻

又稱為穴地攻城。挖掘隧道侵入城內，出其

不意攻擊對手，或是洩掉井裡的水。

鼴鼠遁地攻法

不光焚城，還會燒掉糧食、物資、

橋等設施，讓敵人不堪其擾。

火攻

如果位處低窪之地且附近有

河川，便可有效利用「水攻」。

讓城內淹水有挫敗城兵士氣的效

果。在沒有水源的地方，也曾經

嘗試過「鼴鼠遁地攻法」，企圖

挖掘隧道來侵入城內。斷絕軍糧

的「軍糧攻法」則不需要大規模

的事前準備，效果卻相當卓著。

有時會挖掘隧道
侵入城內2

知識度知識度

面對選擇固守城池的敵人，必須發動攻擊，展開攻城戰。戰役

拉得愈長對進攻方愈不利，因此構思出各式各樣的攻略法。攻城戰主
題

衝啊

衝啊

衝啊

洩掉井裡的

水吧。

淹沒……淹沒……

水井

戰之卷　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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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境線的河川作為國境線的河川
容易被選為戰場容易被選為戰場

其一

其二

其三

選擇河灘、原野這類廣闊之地作為關鍵決戰地。

埡口或谷間適合奇襲；守方在攻城戰中較為有利。

河川大多會成為國境，因此很容易爆發戰役。

戰場的三條準則戰場的三條準則

在開闊的地方
比較容易調動
大軍。

日本史上遠近馳名的戰役很多都會以作為舞台的地名來命名。較引人

注目的是，這些地名都有「野」、「原」、「川」這類文字。自古以來許多

地名都會顯示出土地的特徵。換言之，戰役大多是在原野、河灘等開闊之

地展開。比方說關原之戰、姊川之戰、手取川之戰等。

日本史上赫赫有名的
戰役有何共通文字？1

渡河的行為會讓士兵暴露在

危險之中。換言之河川即為天然

的屏障，所以很容易成為國境。

也因此很多時候會被選作戰場。

山區不適合進行正規的戰鬥，很

難成為決戰之地。歷史上很少有

戰役名稱裡有個「山」字便是這

個緣故。

容易選作戰場的河川
與很少發生戰役的山區2

為交通要衝，因此容

易被選為行軍路徑。

只要埋伏並從高處攻

擊便能佔優勢。

埡口

流經國境的河川沿岸

大多為廣大的土地，

雙方的大軍容易在此

交鋒。

河川

寬闊的土地容易被選作雙方

大軍交鋒的關鍵決戰地。

平原
在攻城戰中，守城方大多閉門

不出、嚴守到底，因此對攻城

方較為不利。

城堡

戰鬥本身就有困難，因此雙方大軍

並不會在此對峙。如果有城堡，便

會演變成爭奪戰或消耗戰。

山區

所謂的谷間是指夾在

山脊間的細長地形。

大軍無法在此布陣，

隊伍較為鬆散，因此

可利用少量的兵力進

行奇襲。

谷間

1 3
5 6

4

2

知識度知識度

指雙方大軍交鋒的空地等開闊之地，或是容易奇襲成功的

埡口或谷間。也會因應戰場的地形改變戰術。戰場主
題

戰之卷　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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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戰也是從互相放箭的箭矢交鋒揭開序幕。接著當雙方彼此靠近，便

會利用鐵耙拉近敵船，演變成以船上為舞台的近距離武器混戰。戰國初期

在海戰所使用的船以小型的「小早」為主力。到了中期以後，有著箭樓的

中型「關船」，以及有著天守的巨大「安宅船」也登場了。

隨著戰國時代的推進，軍船也逐漸巨大化2
在海戰中登上對方船隻在海戰中登上對方船隻
將敵人推落海中！將敵人推落海中！

水軍眾（原為海賊
的傭兵們）助了大
名一臂之力。

其一

其二

其三

海戰就交給從海賊進化而來的水軍眾。

射出火箭讓敵船陷入混亂。

靈活運用各種軍船，讓海戰戰況更有利。

海戰的三條準則海戰的三條準則

原本稱為「海賊眾」的「水

軍眾」在過去是海戰的主角。他

們平常會向往來的船隻收取通行

費，或是受雇為大名的護衛等，

戰爭時期則以傭兵集團的身分參

戰。在海戰中所用的武器，有拉

近敵船的鐵耙、用來放火的火箭

等，別具特色的用具不計其數。

海賊出身的水軍眾
乃海戰專家1

戰國時代都稱為海賊眾，一直到江戶時代才有

水軍這個稱號。有些部隊被編制為直屬家臣的

軍隊，有些則是以傭兵形式編組而成。

水軍

能靈活轉彎、全長10m的小型船。從戰國
初期開始用於游擊戰。

小早

全長20∼ 50m。具備防禦力與耐久力的大
型船，是兼具箭樓與天守的海上要塞。

安宅船

全長20∼ 25m的中形船。也具備瞭望用的
箭樓，速度、攻擊與防禦達到絕佳平衡。

關船

①朝敵船射出火箭。

②彼此進入敵船展開

近距離武器混戰。

知識度知識度

海戰有別於一般的戰鬥，會運用特殊的道具。此外，水軍

眾所操縱的軍船也有好幾種類型。海戰主
題

去死！

箭樓

天守

在海上的戰鬥方式

戰之卷　其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