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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代行省制度》分为三编，上编对行省制度进行本体考察，涉及行省制的起源与变化、组织机
构、任用迁调等各方面；中编研究各地诸行省，从个案层面丰富对该制度的探讨；下编探讨行政、军
事、检查机构与制度同行省制度的关系。
全书资料丰富，论证谨严，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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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治安，1949年生。
历史学博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院院长。
兼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组成
员、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国家社科基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工程”社
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古代史”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和政治制度史。
代表性著作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行省制度研究》、《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五千年中
央与地方关系》等。
在《历史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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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所以，在进攻南宋的荆湖、淮西二行省中，阿里海牙就成了灭宋后唯一留在江南继续经略和主
管某一行省的高级官员。
在江南三行省范围内，谁攻略谁管辖的原则，数湖广行省最典型。
又兼阿里海牙善于提拔部下，并让他们占据了湖广行省以下许多重要官职。
于是，自至元十二年到二十三年，湖广行省既为阿里海牙主持经略创建，又基本被其私人势力所控制
。
这在元代诸行省中是独一无二的。
阿里海牙因钩考被逼自杀后，上述状况得到很大改变，但阿里海牙家属和旧部在湖广行省的势力一直
比较大。
第二，由于境内少数民族杂居，种类不一，叛服无常，除了安抚诏谕以外，军事镇压征讨也是湖广行
省抚治西南及岭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
从阿里海牙创建湖广行省到元末，军事镇压征讨境内蛮獠的反叛，始终没有停止。
在阿里海牙充当长官的时期，这种军事镇压征讨，还延伸到安南和交趾。
阿里海牙经略湖广之初，麾下只有4万军队。
而后，湖广行省境内的镇戍军队相继增加到真定新军、保定水军、平阳、保定，蔡州、均州、拔都、
镇巢、毗阳等近10个万户。
湖广境内镇戍军队由少增多，又是与该省抚治西南及岭南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军事镇压征讨境内蛮獠
反叛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的。
或者可以说，是以这种特殊使命为背景的。
第三，元代湖广行省囊括了今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五省区的大部分地区，还统辖节制湖南
、广西两江、海北海南、八番顺元四道宣慰司。
在江南三行省中，湖广行省的辖区面积最大，所统辖宣慰司数也最多。
令人费解的是，统辖如此广阔疆域的湖广行省，其治所却偏居东北端的武昌路。
这虽然有利于元廷的财富转输和政治军事上的以北制南，却明显违背行政地理学的理论原则，给湖广
行省对辖区的有效治理带来了诸多不便。
尤其是岭南的广西两江、海北海南二道与省治武昌，均相距两千里之遥。
尽管元廷用设宣慰司的办法弥补其缺陷，但在交通和通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湖广行省对广西两江、
海北海南等边远地区有时失于抚治，不可避免。
这应是元湖广行省建制的一个失败之处。
元末靖州猛民吴天保、杨留总叛乱旷日持久，迟迟难以平息，武昌路和湖广行省大部分路州较早被红
巾军攻陷，或许均与省治武昌偏居东北有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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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元代行省制度(套装上下册)》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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