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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代背景



   

◆ 倭寇：專以劫掠為務的日本浪人

◆ 自唐宋以來，中日商貿頻繁；中國販運的絲羅絹緞和瓷器至日，日本則販運硫黃和銅來
華

◆ 明太祖時，為確保沿海安寧，而下令禁止航海貿易，兩國商貿因而趨向走私販賣

《倭寇圖卷》明.仇英（1494－1552）繪，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倭患頻生



   

倭患頻生

◆ 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政局發生很大變化，崇尚武力，
許多武士變成了浪人。

◆ 浪人為了謀求利益，進行海上貿易搶劫。

◆ 他們也和中國的海盜合作，襲擊沿海地區。

 
◆ 在明世宗嘉靖年間（西元1553年－1563年），倭寇問題最為

嚴重，他們在許多省份進行搶劫。



二、生平簡介



   

戚繼光，字符敬。號南塘。享年：60歲

◆ 生日：嘉靖七年（1528年11月12日）

◆ 逝世：萬歷十六年（1588年1月17日）

◆ 戚繼光出生在武官世家。

◆ 高曾祖戚詳曾追隨朱元璋徵戰，後朱元璋封其子戚斌
為「明威將軍」。

◆ 戚繼光繼承父職，歷任多種官職，最終官至正一品。

◆ 他長期負責對抗倭寇和防禦蒙古，被譽為抗倭功臣、
一代名將。



   

幼年成長（0-16歲）

◆ 戚繼光的父親戚景通從五品指揮僉事升至二品神機營副將，爲官清廉，孝敬長
輩。

◆ 爲了侍奉母親，戚景通放棄升官回家。

◆ 他對戚繼光教育嚴格，不因中年得子而溺愛。

◆ 父親節儉愛人、忠君愛國的行爲和思想成爲戚繼光的榜樣，教導他德行正直。



   

軼事

 
◆ 戚繼光12歲時，他的父親突然迷上煉丹，想要長生不老。

◆ 戚繼光反對父親沉迷於此。

◆ 有一次，父親外出，戚繼光趁機把爐火燒得很旺，導致丹藥燒壞。

◆ 父親回來後發現丹藥已經壞了，問戚繼光原因。

◆ 戚繼光假裝不知道，父親最終明白是戚繼光所為，但也認為煉丹求仙靠緣分，如
今緣分已盡，便放棄了求仙念頭。

 



   

初出茅廬（17-26歲）

◆ 戚繼光17歲時，因父親年邁，依明朝規定前往北京承襲父職。在返回登州的途中，父親
過世，深感悲痛。

◆ 18歲結婚後，戚繼光奉命在登州擔任官職，督導士兵在閒時務農。

◆ 20至25歲時，他帶領士兵防範蒙古入侵。

◆ 21歲時，戚繼光赴京參加考試，雖未中第，但因蒙古南侵圍困京師，他參與守衛，並向
兵部提出整頓邊防的建議。

◆ 建議得到認可，戰後獲得多位官員舉薦。戚繼光因此升任山東軍隊高官，負責防範倭
寇侵擾。



   
軼事

◆ 在山東防備倭寇期間，戚繼光致力於改革，整頓軍紀。

◆ 他嚴格要求士兵訓練，嚴懲懶散的部下。

◆ 然而，過去的懶散習慣和改革侵蝕了一些軍官的利益，於是許多人抵制。

◆ 為顯示改革決心，戚繼光採取了「殺一儆百」的手段。

◆ 他發現家鄉的一位百戶是他的舅父，自恃親戚關係，不重視訓練工作。

◆ 戚繼光按軍令將舅父責打軍棍。



   

◆ 事後，戚繼光親自到舅父家謝罪，解釋他必須無私執法，並說明改革是為了國家
的安全。

◆ 舅父被戚繼光的真誠和愛國之心感動，下跪說：「你為國家無私執法，我再也不敢
違抗軍令了。」

◆ 之後，士兵們紛紛警惕，說：「戚都指揮連舅父都不放過，更何況我們？」

◆ 從此，戚繼光的整頓工作順利進行，提升了軍隊的戰鬥力。



   

建功立業（27-40歲）

◆ 27歲時，戚繼光調往浙江，任都司僉書，主要負責軍事和地方治安
管理。

◆ 因表現出色，他升任寧波、紹興、台州三府參將，鎮守邊區。

◆ 戚繼光認為要成功剿滅倭寇，就必須重新訓練新兵，消除舊有的
弊端。於是開始訓練民兵

◆ 「岑港之戰」不但未能徹底消滅倭寇，反而使倭寇南下至福建、廣
東沿海一帶。

◆ 浙江巡撫胡宗憲與戚繼光有牽連，兩省和京師都為此審判了他，
他在31歲時被免職。



   

建功立業（27-40歲）

◆ 免職期間，戚繼光在胡宗憲的支持下總結失敗經驗。

◆ 訓練「義烏民兵」，創立「鴛鴦陣」和新式武器，為日後建立戚家
軍奠定基礎。

◆ 32歲至40歲期間，戚繼光復任參將併升任總兵。

◆ 在台海和福建等地的對倭戰役中，他多次擊敗倭寇，成功解決
了明朝的倭寇問題。



   

台海戰役

◆ 嘉靖四十年，浙江舟山一帶有大量倭寇聚集，準備進攻台
州。

◆ 戚繼光用計引誘倭寇主力深入內陸，使其上當。

◆ 戚繼光看到倭寇首領在陣前指揮，他脫下價值二百兩銀的
鎧甲，命令士兵：「能斬此首領者，賞鎧甲。」

◆ 士兵朱缽應聲斬首，倭寇見首領被殺，潰敗逃竄。

◆ 勝：此戰斬殺三百零八名，沉溺而死眾多。

載蘇同炳著：《戚繼光》（香港：亞洲出版社，1959）。



   

台海戰役

◆ 敗走的倭寇想再進犯府城。

◆ 戚繼光率軍截擊，設下埋伏。當倭寇到達伏擊處，戚軍突
然從樹林中發動攻擊，追擊逃跑的倭寇。

◆ 剩下的倭寇逃跑。戚軍四面圍攻，迫使倭寇投降或被砍
殺、燒死。最後全部倭寇被殲滅。

◆ 台海戰役歷時三十日，戚繼光三戰三勝，殲滅所有入侵倭
寇，戚軍僅陣亡七人。



   

福建戰功

◆ 台海戰役後，倭寇不敢再侵犯浙江沿海，轉而侵擾福建。朝廷調派
戚繼光赴福建平倭。

◆ 橫嶼之戰：嘉靖四十一年，戚軍抵達福建平定倭寇勢力根深的橫
嶼。

• 戚繼光利用高明的戰術打擊倭寇。此戰大勝倭寇。

◆ 福清之戰：倭寇在牛田集結多人，勢力強大。

• 戚繼光利用地形，兵分四路，夜間攻至大寨，天亮時全殲倭
寇。



   

◆ 林墩之戰：從牛田逃脫的倭寇在興化以南的林墩重新集結。

• 戚繼光到達興化後，表面上按兵不動，深夜悄然出發，全殲倭寇。
 
 
◆ 興化之戰：福建沿海新來倭寇侵擾，戚繼光升任副總兵，兼制浙江和福建兩省。

• 嘉靖四十二年，戚繼光提議先解決興化的倭病。

• 他與其他人聯合進攻倭寇大寨，蕩平倭寇。此後，戚繼光升任福建總兵。
 
 
◆ 吳平之戰：嘉靖四十四年，沿海海盜再次勾結倭寇入侵廣東。

• 朝廷命戚繼光趕赴廣東，與廣東總兵俞大猷共同徵討倭寇和奸民。

• 此戰後，東南沿海恢復和平，倭患平息。



   

晚年戌邊（41-60歲）

◆ 41歲時，北方蒙古部落的侵擾日趨嚴重。

◆ 朝廷調戚繼光為總理薊州、保定、昌平三鎮的練兵事務
，並兼任三鎮總兵，調往薊門戍守。

◆ 在戍邊期間，戚繼光在宰相張居正和兵部尚書譚綸的支
持下，進行革新：

• 改良戰法，整頓軍紀，革除積弊。
• 修築「敵台」，訓練「車戰」之法來抵禦蒙古騎兵。

◆ 戚繼光戍守薊鎮16年，使邊境防禦嚴密，北方安寧，實
現了「匹馬不入」的和平局面。



   

◆ 由於戚繼光的功績，他屢獲嘉獎。

◆ 然而，隨著張居正和譚綸相繼去世，朝中再無
人欣賞戚繼光的才乾和支持其改革。

◆ 相反，文臣對他擁兵自重、竊柄弄權的不實指
控不斷出現。

◆ 55歲時，戚繼光被調往廣東，被貶諦，心情不快
，告病還鄉。

◆ 戚繼光在登州老家隱退五年後過世，享年60
歲。



三、貢獻



   

軍功：抵抗外敵（平定倭患）

◆ 在平定明代倭病、恢復東南沿海安寧上，戚繼光
功不可沒。

◆ 他善於總結失敗原因，勇於推行革新，找到適合
的抗倭方法。

◆ 在「台海戰役」和「福建戰役」中大獲全勝，成功
驅逐倭寇，使之不敢再度侵犯，解決了倭症問
題。



   

軍事貢獻：兵學著作
◆ 戚繼光總結在義烏和薊鎮練兵的經驗，編寫兵書，記述帶兵、練兵、為將之道，以及戰術戰略的具體應用。
◆ 這些著作對後世軍事發展有重要貢獻。

明版《紀效新書》，取自美國國會圖書館，
https://www.loc.gov/resource/lcnclscd.2012402354.1A000/?st=gallery。

清版《練兵實紀》，取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841341。



   

軍事：兵器發明

◆ 狼筅：針對倭寇兵器的特點，戚繼光發明了「狼筅」，成
為「鴛鴦陣」的重要武器。

◆ 狼筅是用大毛竹製作，上半段保留部分枝椏，杪端安裝
利刃。竹枝柔軟，能以柔軟製剛，對抗倭刀時，狼筅利用
長度優勢先行攻擊，使倭寇難以砍削。

載蘇同炳著：《戚繼光》（香港：亞洲出版社，1959），頁54。



   

軍事：創設作戰策略

◆ 戚繼光創立了「鴛鴦陣」，克制倭寇進攻，乘機攻擊。

◆ 鴛鴦陣由五人組成一伍，兩伍成一隊，配以長短不同的兵
器，發揮各自長技，互相補充，達到「長以救短，短以救長」
的效果。

◆ 陣型組成：1牌手，1狼筅手，2長槍手，1鈀叉手

◆ 這種陣型使倭寇被困於陣中，遭受長短兵器輪流攻擊，難
以應付，倭刀也無施展之地。

載蘇同炳著：《戚繼光》
（香港：亞洲出版社， 1959），頁59。



四、評價



   
明．《戚繼光年譜》
 

 
三十年行間，所經南北水陸大小戰役數百次
，斬馘倭首萬計，覆溺於水火者數萬計。部
屬起家為大將者十人，內圍玉者五人；副參
總遊以下無慮百計。得衛所世官者數百計。

明．河道御史何熙
 

 
英敏綽見乎文章，器宇不群於武流。持己老成
，有凝定不擾之守；馭軍安靜，多從容應變之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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