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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明朝大量的白银需求与日本的白银增产，16世纪国际贸易的热潮就此产生。很多研究已普遍承认，

丰臣政权与满族的清朝是以此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新型商业=军事政权，试图征服“中华”。然而，在日本史

的框架中仍有很多研究保持传统的学说，认为丰臣政权是以石高制的土地制度与村请制的大米年贡收取为

轴心而建立的农本主义国家体制。本报告中，将首先探讨如何综合理解以上两种学说。 

丰臣政权以畿辅地区的社会、经济为基础，从一开始就标榜进攻大陆，而统一了日本全国。在这个过

程中，动员大名和给人作为兵力，让百姓生产、进贡作为兵粮的年贡米，通过町人交易与运输兵粮、物资

和金银，形成了这一整套机制。尽管其对社会整体的构成进行了激进且集权式的变革，但其进攻大陆的计

划却受到了挫折。 

秀吉死后，丰臣政权从朝鲜撤兵，但支持其政权的各大名之间的对立日益加深，最终爆发了关原之战。

最终，德川家康取得胜利，但并不意味他能轻易确立起作为各大名之主的地位。最终，他通过大坂之役终

止了丰臣体制，结束了武力的斗争，实现了全国的“和平”。这种特殊形式下进行的继承与转换，成为了

之后漫长的德川时代的一个特征。本报告将就以上变化的过程围绕数个论点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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