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與日本相關的重要話題，大都圍繞在

明治維新 150週年紀念，以及明仁天皇退位，

德仁親王即位改元「令和」的兩件大事。明治

維新代表日本從擺脫封建時代到成為文明強國

的標竿；而明仁天皇生前退位的高度評價，也

提升了日本皇室的尊貴象徵。

明仁天皇的退位，距 1817年第 119代光

格天皇的退位，剛好跨越兩個世紀。當年光

格天皇兼仁是在江戶時代末期的 19世紀初，

以體弱為由宣告退位，由皇子惠仁親王繼位，

是為明孝天皇，此後歷經孝明（統仁）、明治

（睦仁）、大正（嘉仁）、昭和（裕仁）、平

從日皇退位說起 改變日本的滄桑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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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明仁）等天

皇，迄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明仁退

位相隔達 202年。

皇太子德仁親王

繼位後，即改元

「令和」，並將於

2019 年 10 月 22

日舉行「即位禮正

殿之儀」的踐祚儀

式，正式詔告全國

國民。此後對天皇

將尊稱今上天皇陛下，不稱呼名諱，而退位天

皇則尊為「上皇」（註一）。

江戶幕府的終結者孝明天皇統仁，於在位

的 21年期間（1846-1867年），歷經了德川家

慶、德川家定、德川家茂，以及德川慶喜四位

幕府大將軍，又因為國事如麻，而先後更換了

弘化、嘉永、安政、萬延、文久、元治、慶應

等七次年號，其中弘化的兩年是沿襲先皇的年

號。統仁於繼位改元之後的嘉永六年，遭逢黑

船來航之威脅及培里准將之久里濱登陸、大將

軍德川家慶病死，導致中樞徬徨無為，隔年即

被迫簽訂「日美和親條約」。

此時日本國內輿情譁然，幕府之昏庸誤

國遭受諸藩之韃伐，而興起「尊王攘夷」之

聲。尤其外樣大名（註二）之薩摩藩主島津齊

彬及長州藩藩士吉田松陰，受到黑船事件的影

響，而積極倡導蘭學（註三），鼓吹「大政奉

還」，而成為討幕派的精神領袖。在此同時，

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為鎮壓尊王攘夷派，而大興

「安政大獄」，誅連 100多人，吉田松陰慘遭

處死。此事件之後，雖然怨聲沸騰，但是倚賴

幕府甚深的孝明天皇，卻仍主張「公武合體」

以維護幕府權益，惟此時土佐藩藩士坂本龍馬

正斡旋於薩、長之間，化解兩大藩在「蛤御

門」之變所結之恩怨，而促成薩長同盟，幕府

崩垮的敗象已顯露無遺。

1867年（慶應二年），孝明天皇突然駕

崩，睦仁親王繼承皇統，繼續沿用慶應年號，

1868年（慶應三年元月三日），明治天皇頒

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並令

德川慶喜「辭官納地」。慶喜不從，薩長聯軍

乃發動「戊辰戰爭」，由薩摩藩西鄉隆盛任總

指揮，兵臨江戶城下，幕府乃不得不派勝海舟

與西鄉隆盛議和，得以不流血入城，長達七百

年的幕府體制終告瓦解。惟東北地區諸藩，仍

然組成奧羽越列藩同盟，繼續反抗政府軍，後

來勢力強大的出羽秋田藩藩主佐竹氏退出同

盟，轉而支持版籍奉還，使得奧羽越列藩同盟
末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受封為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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潰敗。

1869年（慶應四年）大政奉還，廢藩置

縣，是年改元明治，明治政府在「薩長土肥」

的主導下，以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為藍

本，開啟明治維新的序幕，在數年中的勵精圖

治，很快地將日本帶入現代化的文明國家，與

英美諸國相比肩，並且晉身世界強國之列。明

治 17年，為了安撫失去領地及政治權力的諸

藩大名，維新政府制定了華族令，依照領地與

家格之層級，分別授以五爵（註四），享有世

襲的尊榮，直到 1947年，公布戰後新憲法之

後才廢止華族令。

衡諸日本從平安朝藤原家族所掌控之外戚

攝關政治時代，到征夷大將軍源氏開啟幕府政

治的鎌倉時代以來，歷經足立室町幕府、德川

江戶幕府，迄明治維新至今的八百多年來，天

皇一直是有名無權的國家元首，然而這個傳統

也賦予皇室皇族擁有世襲的尊貴地位，成為日

本的精神象徵。

目前全世界之君主立憲國家（含大公

國），在亞洲有日本、泰國、不丹、柬埔寨、

汶萊、馬來西亞，在歐洲有英國、荷蘭、丹

麥、挪威、瑞典、西班牙、比利時、摩納哥、

盧森堡、安道爾、列支登斯敦，在中東有約

旦、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巴林，在非洲有摩

洛哥、賴索托、史瓦帝尼（史瓦濟蘭）等國，

比較特殊的是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紐西蘭、東

加及北美洲的加拿大，因為都屬大英國協的成

員，因此至今仍然尊奉英國女皇為象徵性的國

家元首。

註一： 日本天皇在神格化之下，僅有名諱而無

姓氏。

　　　日本自古均依大唐皇制，對於退位之

天皇尊為「上皇」，當今皇上則尊稱

為「今上天皇」。天皇駕崩而尚未奉安

時，尊稱為「大行天皇」，此後即以年

號、諡號或廟號尊稱之。

註二： 江戶時期的大名分為親藩、譜代、外樣

三種，親藩大名系德川家藩主，譜代大

名為關原之戰前即效忠德川家之藩主，

外樣大名則是關原會戰之後才臣服的諸

侯，幕府因顧忌其強大勢力，不敢予以

殲滅，而移封至邊陲，但是規定不得參

與幕府政事，由於外樣大名大都是大藩

主，因此後來即成為倒幕派的主力，對

於明治維新的大變革貢獻至鉅。

註三： 「蘭學」原係指來自荷蘭的文明科學，

後來對所有西學均泛稱為「蘭學」。

註四： 「五爵」系指「公、侯、伯、子、男」

五級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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