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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杰瑜博士定于今夏出版他的这本博士学位论文，春节过后即函电交驰，还于5月间由太原来西
安促我为之写序。
为年轻学者出版学术专著作序，推介学术新人与新著，是我十分乐意做的工作。
自1992年为徐君峰博士所主编的《龙盘虎踞帝王州》一书（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作序以
来，迄今已先后写过33篇序言，其中有20篇即是为年轻的博士、教授之著作所作。
而且每每都是在接受任务后按期写出，甚至提前交卷。
但因今年上半年我所主持的《清史·生态环境志》一卷需修改完稿，按协议要在6月30日前呈交送审稿
，所以只能集中精力，心不旁骛；因而这篇为杰瑜博士所写的序就延迟至6月30日按期提交了志稿之电
子文本，尔后又寄交了纸质文本后，才援笔撰写。
　　论及杰瑜撰著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之内容，正如他在论文之导言中所述以及当初评阅他的论文的
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选定晋冀蒙接壤地区与明清时期来论述其环境变迁，并进而揭示其人地关系之规
律，是颇具慧眼的明智选择，对此，作者是有明确认识的。
这即是：　　——晋冀蒙接壤地区是我国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三个自然地理单元之交接
带，地理环境多样且复杂，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人为活动稍有不当就会对当地及其邻近区域之生态环
境造成明显的破坏性后果与广泛的负面影响。
　　——在历史上，晋冀蒙接壤地区作为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交界区，明
清时期恰又是人为活动最为频繁剧烈，活动面也最为广阔的时期，因而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且主体
上是负面变化也是最为显著的时期。
加之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又是首都北京西北之军事屏障，因而当地一些政治、军事、经济举措都直接
受命于中央朝廷，统治集团之政策方略与思想理念表露清晰具体，其对生态环境变化之影响也很鲜明
，便于进行人地关系互动效应之剖析。
　　——时至现代，晋冀蒙接壤地区又正好处于首都北京地区上风上水区位，其生态环境变化对北京
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优劣关系至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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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运用历史地理学理论进行缜密的
研究，从人口、聚落、土地等社会因素以及气候、河湖、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探讨了相应时期生
态环境的变化特点，进而形成了明清时期“小冰期”与人类活动双重压力是导致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
化原因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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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州县到卫所——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与性质。
　　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是明代北部边防的基本建设，也是北边防线的物质基础。
明初“天下既定，度要害之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
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二百人为千户所。
”“凡天下要冲及边防去处，奉旨创立卫所，拨军守御。
”①本区所设立卫所包括山西行都司、万全都司和山西都司的一部分。
　　山西行都司。
其前身是洪武四年（1371年）设置的大同都卫，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更名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
并将治所由白羊城徙于大同府。
山西行都司是所有都司中变化较大的一个。
在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初设大同都卫时，所辖仅东胜卫、大同左卫、大同右卫、蔚州卫、朔州卫
五卫。
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改设山西行都司时，领大同左右前卫、蔚州卫、朔州卫、东胜卫等六卫。
洪武二十六（1393年）二月，所领卫所最多，达二十多卫②。
管辖地区相当于今大青山以南包头以东、集宁以西的内蒙古地区和大同、朔州两市。
永乐初年，大批卫所内徙，“命都督陈用、孙岳、陈贤移山西行者司所属诸卫官军于北平之地，设卫
移屯种。
云川卫于雄县，玉林卫于定州，高山卫于保定府，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镇朔卫于
蓟州，镇虏卫于涿州，定边卫于通州。
其天城、阳和、宣府前三卫仍复原处。
”③行都司所辖仅存七卫，后又重置大同左、右二卫，领卫为九。
宣德初云川、玉林、天城、阳和等四卫复归大同都司辖，是为十三卫。
宣德五年（1430年），设置万全都司，蔚州卫改归，仅存十二卫。
正统三年（1438年），东胜卫复置，新建威远卫，领卫十四，之后东胜卫废。
成化十九年（1483年），始建平虏卫，领卫仍为十四。
一般说山西行都司领十四卫，当为成化时实领卫数。
除十四卫外，行都司还辖马邑、井坪、山阴等七个千户所。
　　万全都司。
万全都司的设立与当时北防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
在都司未建之前，本区域已有卫所设置，是隶属于山西行都司和北平都司，仁、宣以后，明转攻为守
，放弃边外地而回撤，万全成为边境前沿，需要统一步调，组织有效的防御，因此于宣德五年（1430
年）六月“上以诸军散处边境，猝有缓急无所统一，乃命于宣府立都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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