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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6 世纪末，随着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以朝鲜半岛为舞台发生了朝鲜、日本、以及救援朝鲜的明朝这东

亚三国军队参战的国际战争，即壬辰倭乱（日本名：文禄・慶長之役）。包括 7 世纪中叶的白村江之战以

及 13 世纪后期蒙古·高丽联合军的日本征讨（蒙古袭来）在内，壬辰倭乱之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韩·中

联军与日本军之间的东亚三国军事冲突。然而，对于朝鲜王朝以及近现代韩国人的历史记忆而言，这些战

争都无法与壬辰倭乱相提并论。在研究韩国对于日本的历史认识与历史记忆、国民情感等问题上，壬辰倭

乱与近代日本帝国的强占韩国一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时至现代，在 1970 年代的民族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国难克服史观，对韩国的壬辰倭乱认识起到了巨大

影响。受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相比于战争初期不断战败的官府军队，义军的活跃更受到重视。并且，在

战争后期不断立下军功的李舜臣将军被赋予了圣雄（神圣的英雄）之地位，朝鲜水军的作用也被绝对化。

2000 年以后，韩国试图退去以义军和朝鲜水军为中心的壬辰倭乱认识，逐渐形成从东亚的立场而非一国历

史的角度来理解壬辰倭乱。然而，至今为止韩国的现状仍然未能完全克服基于国难克服史观的壬辰倭乱认

识。在此，本文将从韩国的视角介绍壬辰倭乱的特征与其原因、事件经过与其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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