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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世纪的文书研究 
张育铭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100144） 

摘要：日本中世纪一般指从院政时代到战国时代。具体年份大概是从 11 世纪（1000 年代）到 16 世纪（1500 年代）。在此期间
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包括藤原氏的摄关政治，建武新政，应仁之乱，丰臣秀吉统一全国等。同时公文体系逐渐健
全，产生多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文书。本文将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日本中世纪文书的特征及其影响，并介绍军事记录类的几种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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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世纪的特征 
（一）武士的活跃 

10 世纪左右，出现了以自身武艺为贵族服务的人。 

1.在中央，1156 年（保元元）年，鸟羽法皇去世后，朝廷内发

生党派对立，即保元之乱，之后依靠武士的力量顺利解决。据藤原

氏出身的僧人慈圆 1220 年所著的《愚管抄》中记载：鸟羽法皇去

世，发生乱逆，此后世间为武者之世。1167 年，平清盛成为太政大

臣。12 世纪末，源赖朝在镰仓建立政权，即镰仓幕府 14 世纪前半

期，足利尊氏开设室町幕府。 

2.在地方上，各地的武士（守护，地头等）也在积蓄力量。1467

年应仁之乱之后，各地出现了被称为战国大名的集权者。16 世纪后

半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开始崭露头角。 

（二）分权性 

江户时代是武士掌握权力的时代，江户幕府即是集权的武家政

权，而与江户幕府相比，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是分权的武家政权在

日本中世纪，不仅是武士，朝廷和寺院神社的影响力也很大。各地

的武士也会独自展开行动，爆发了许多争夺权力的战争。而到了近

世，即江户时代，江户幕府拥有较强的权力。根据参勤交替、转封、

改易等措施强有力地支配全国的大名。控制朝廷、寺院和神社。 

相比“下克上“的中世纪为主流的中世纪，近世显得更具上位

者优势。从中世纪到近世，也是从武士崛起的时期到集权的武家权

力完成的时期，但是，中世纪虽然以分权为特征，但也有作为一个

国家的一体感。其具体表现为：地方的人们会为了追求官职而接近

朝廷、幕府，参拜信仰畿内的大寺社等。形成了一个乱中有序的复

杂社会。 

二．古文书的样式概述 
（一）古文书的种类 

包括书面文件，信件、命令书、任命书、借条等。写法有各种

各样的规则。例如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收藏的“桦山家文书”中的

古文献。古文献以外的文献史料还包括日记，著作，备忘录，笔记，

于之后时代制作的编纂史料等。 

（二）料纸的特征和各部分的名称 

料纸即在当时用于书写的纸。中世纪标准尺寸的料纸长约 30

厘米、宽 40～50 厘米。标准尺寸的料纸又称竖纸，可直接使用。 

将标准尺寸的纸横向折叠使用时称为折纸。例如东京大学史料

编纂所收藏的《桦山家文书》中的“里村绍巴书状” 

将标准尺寸的纸切开使用时称为剪纸。例如《桦山家文书》中

的“岛津玄久书状”。此文献长 16.2 厘米（小于标准），宽 41.2 厘米。 

竖纸、折纸、剪纸的区分使用是根据古文书的内容、寄件人、

收件人的立场等决定的。折纸原本是简便的使用方法。剪纸有时作

为密信使用。 

（三）古文书各部分名称。 

上部称为天（或上），下部称为地（或下），左余白部分称为里，

右余白部分称为袖，右端部分（比袖还要靠右的部分）称为端。 

（四）文字的特征与书写方法。 

1.文字的特征。通常用毛笔蘸墨书写。并且以竖写的方式把字

形打乱，这种字体被称为崩字。此种字体的解读可以从偏旁类推，

从成语或常见的表达类推，从上下文类推。或使用收集了字体图案

的词典。 

2.文字的写法。从右向左竖写。首先写正文，写完正文后，换

行写日期、寄件人名、收件人姓名等。前近代是等级社会。根据发

信和收信人的身份差，应当区分使用署名的位置和腋付等，从这些

可以看出礼节的程度。即书札礼。 

三．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性的文书概述 
（一）镰仓时代的审判文书。 

镰仓时代审判多发，审判文书的体系逐渐健全。审判文书包括

诉状，陈状，裁判状等。 

审判的基本过程是游原告（即诉人）向幕府提出诉状。被告（即

论人）提出陈状进行反驳。 

诉状和陈状要分别提出 3 次，即“三问三答”。之后诉人和论

人到幕府进行口头辩论，即“对决”。最后幕府作出判决书，即“裁

许状”。此外，家臣奉主人的意向发出的文书称为“奉书”。 

本人直接书写的文书称为“直状”。例如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

收藏的《二阶堂家文书》中的裁许状。 

裁许状的特征： 

1.引用双方当事人的原话来判断，驳回无理的一方。 

2.以“公正”为目标。裁许状上详细地写着理非的判断过程，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决被明确地写下，传达于后世。此举是为了

让双方当事人信服，防止日后再次因同一件事发生诉讼。另一个因

素是主导幕府政治的北条氏也只是御家人之一，和其他的家族没有

主从关系。所以必须以与主从制不同的形式创造审判的说服力。1

镰仓幕府是出身低微的北条氏等人担负的政权。作为强调正当性的

手段，需要“公正”的审判 2 

3.掌握镰仓幕府实权的是执权的北条氏。将军没有过多参与判

决。 

（二）住持任命书与五山制。 

1.住持任命书是室町幕府时期中央任免地方寺院住持的文献。

例如《神奈川县史资料篇 3 古代·中世纪 3 下》447 页所收录的战

国时代的永禄 5 年（1562 年），13 代将军足利义辉任命义哲西堂僧

侣为建长寺的住持。 

2.住持任命书的特征。 

（1）年代是从南北朝时代到战国时代。即整个室町时代，由

将军级的人物发放。 

（2）任命的寺院位于全国各地，不仅京都，关东和九州的寺

院也是对象。 

（3）仅限于任命寺院的宗派，即临济宗。 

（4）与室町幕府的寺院政策相关。 

3. 关于五山制。室町幕府将临济宗寺院认定为五山、十刹、诸

山三个等级。此举模仿中国的制度，从镰仓末期开始，室町幕府完

成。京都五山为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

寺。镰仓五山为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五山、

十刹、诸山的住持基本上由将军任命。全国内，十刹约有 70 座，

诸山约有 230 座。3 五山只在京都和镰仓，十刹，诸山在全国。僧侣

的升级也受五山制度框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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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武士的崛起和誓约书 

1.从室町时代开始，地方武士兴起。有时武士们会为了某种目

的联合起义并交换誓约书。例如《二阶堂家文书》中的誓约书。室

町时代的应永 18（1411）年，萨摩国武士岛津久世向同国的武士二

阶堂行纲发出了誓约书。久世承诺全面协助行纲。按当时的习惯看，

恐怕行纲也对久世做出了同样的约定。据此誓约，岛津久世和二阶

堂行纲联合了起来。 

2.起请文是誓约书的主要形式。起请文以向神佛发誓的形式表

示约定的可靠。起请文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写约定的内容，称为

“前书”，后半部分向神佛起誓，称为神文。如果违反约定，愿受

神佛的惩罚。 

3.起请文的特征。 

（1）起请文上常有朱红色或黑色的印记。朱红色的印记即牛

玉宝印，有时会被用于起请文，据说可加强神佛的力量。类似黑色

标记的文字则是表示此牛玉宝印由哪个寺院或神社发行。 

（2）署名部分的红色痕迹，即血判。武士们有时会用自己的

血来表示誓约的坚定。例如庆长 6（1601）年，德川家臣本多正信

山口直友写给岛津义久忠恒的起请文。 

四．各时期的文书在当时的影响 
（一）裁许状。 

镰仓时期，源赖朝在各地设置守护、地头。于此同时，与将军

建立主从关系的武士（御家人）的势力逐渐蔓延至全国，与各地原

有势力对立。围绕领土纠纷等矛盾摩擦不断。镰仓幕府的应有状态

（将军与执权的复杂关系）反映在审判的应有状态上。裁许状的形

式本质上是执权者们传达将军的意志。北条氏虽说是有力的，但只

是御家人（将军的随从）之一。为了让诉人、论人服从判决，需要

权威的支持。裁许状正是将军权威的化身，达到了让审判令人信服

的目的，避免矛盾激化。 

（二）住持任命书。 

室町时期幕府频繁遭受打击（将军被暗杀、农民起义等），加

之地方各势力崛起（守护、战国大名等），室町幕府似乎沦为弱政

权。而住持任命书与五山制使得各地寺院不能脱离中央而单独存

在。檀家欲邀请学识渊博的僧侣去寺院时需向将军申请。各地的武

士若想满足宗教欲望（邀请高僧，给予皈依僧高位等），也必须向

将军申请，因此地方和中央的交涉产生。形成了一股地方崛起诸势

力被幕府吸引的向心力。加强了幕府对全国的影响。 

（三）誓约书。 

14 世纪，日本南北朝内乱，在应对动乱的过程中，守护等力量

增强。从室町时代开始，地方武士就开始增强力量。交换誓约书是

武士们为了应对动荡局势所采取的措施。例如久世和行纲联合是为

了应对应永 18 年 8 月，岛津氏当家去世，围绕下一任当家地位进

行争夺的紧张局面。而且誓约书也促进多数武士联合（起义）的出

现。例如应安 6（1373）年 5 月 6 日，九州五岛列岛的武士签署誓

约书。签署文件的人物包括：称、全、顿阿、道阿、能阿、来阿、

刚、重、弘、广、秀、固、禅芳、闻、增、三、祝、撰、兴阿、直、

游、有、性智、省、教阿、集、深、安、清、长、备、觉。共计 32

人（《史料纂集青方文书第 2》326 号）。规定在成员中，发生土地、

合战等纷争时，由成员商议，根据多数表决来解决。避免了武士内

部的矛盾。 

五．其他种类的文献史料 
一.书状与军记。 

书状即发生战乱的当天，参与人所写的信件，是较珍贵的史料。

但是关于交战具体细节，大多数情况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记述。主要

记录某一方战斗胜利的场景。书信即是为了传递大规模交战的战

果。但是小规模的交战、日常性质的摩擦纠纷等难以记录在书信上。

若要研究战国争乱的实际情况，仅以书信为依据是很难的。例如据

天正 3（1575）年 5 月 21 日关于长筱之战的书信中所记述，织田信

长采取了大量使用枪炮的集团战术，击败了武田氏的骑兵。仅凭这

样无法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 

而军记则较为详细的记载了交战的细节，但编写军记的人也有

可能根据想象进行了二次创作，不能全面采用其中的说法。例如《木

崎原御一战参考》记录了元龟 3（1572）年 5 月 4 日，岛津忠平（之

后的义弘）与敌将柚木崎丹后守争斗的场面。虽然记述详细，但也

包含像“忠平的马自己弯下膝盖，使忠平的枪尖击中了敌人”这样

具有传说色彩的内容。当然也有可能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也

不能否定有可能是为了让故事变得富有戏剧性而创作的。 

二．年代记与觉书。 

年代记是后人根据当时人们的笔记编辑而成的一种史料。经过

编辑的地方需要特别留意 

但毕竟是基于当事人的笔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信。年

代记中有关于战国时代日常性质争斗的记录。如频繁骚扰使耕地荒

芜，减少农作物以削弱敌方，这一做法有时也会发展成真枪实剑的

交战。也有挑衅敌人，将其从城堡中引诱出来使耕地荒芜的作战。

年代记也包括小规模交战的记录，可以详细地复盘当时双方攻防的

情况。例如《壹岐加贺自记》中关于经肥城附近据点攻防的记录。 

觉书则是备忘录，是生活于战国时代的人们到了晚年，回顾当

时情形所写的。关于争斗的具体细节，比年代记中所记录的还要详

细。在觉书中可以看到亲身参与者的经历，但由于是晚年才写成，

所以不能排除记忆错误可能性、与当时的情况或许会有出入。 

年代记与觉书的内容虽有细微差异，但可以互相补充参考，由

此能得知战国争乱最接近实际的情况。 

六．结语 
历史学是研究过去事情的学科，因此最好以过去人们留下的材

料为根据。包括当时人们写下的信件、日记或描绘当时情况的画图、

地图等。例如在日本战国时期，对于至今还没有归从的九州大名岛

津氏，丰臣秀吉于 1585 年 10 月 2 日拿出文件，传达了“按天皇的

意思先休战”。（《大日本史料》第 11 篇之 21、9 页）。丰臣秀吉是

在借助天皇的威势，以高压姿态与各大名接触。但是因为没有天皇

亲笔的文书作为根据，所以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没有说服力。 

近年来，史料图像在网络上的公开持续进展。这是一个谁都能

阅读第一手珍贵史料的时代。也有新研究利用公开的史料进行人物

画像，使用图像识别技术或机器学习辨别文字。也有通过电脑解析

大量史料，析出人物之间隐性关系的研究。今后文理融合研究越来

越有进展的可能性。关注一手史料会有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1]佐藤雄基《中世纪的法与审判》（《岩波讲座日本历史

7 中世纪 2》岩波书店，2014 年）。 
[2]桥本道范《镰仓幕府许可状的历史位置》（大山乔平编

《中世纪许可状的研究》萠书房，2008 年） 
[3]今枝爱真《中世纪禅宗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

1970 年）《日本的五山、十刹、诸山一览表》 
[4]近藤成一《镰仓幕府与朝廷》（岩波书店，2016 年）第

5 章《审判的世界》 
[5]山田太造《被数字化的日本史史料的现状》（《历史学

研究》1000 号，2020 年）论文 
[6]斋藤夏来《五山僧连接的列岛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8 年）论文 
[7]山家浩树《禅宗寺院与室町幕府》（《黎明馆调查研究

报告》第 30 集，2018 年）演讲录 
[8]胜俣镇夫《一揆》（岩波书店，1982 年）新版 
[9]久留岛典子《中世纪岛津氏与<一揆>》（《黎明馆调查

研究报告》第 27 集，2015 年）演讲录 
[10]相田二郎《关于起请文的料纸与牛王宝印》（《相田二

郎著作集 1 日本古文书学的诸问题》名著出版，1976 年）论文 
[11]新名一仁《岛津贵久》（戎光祥出版，201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