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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从大学三年级起对宋史有兴趣。
不过，当时论著所了解的宋代，都环绕着与“重文轻武，强干弱枝”国策有关的议题，而且以北宋为
主，对南宋历史的讨论相当有限。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宋代，我把研究焦点集中于南宋。
　　在探讨南宋历史的过程中，最吸引我的课题就是南宋地方武力。
我研习宋史之余，喜欢阅读一些近现代的人物传记，发现清末民初有红枪会、白狼等自卫武装力量，
一直到抗战时期，各地仍有不同形式的民间武力。
这些讯息使我相信民间武力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涓滴细流，不曾枯竭，宋代的情形，也当如此。
从这个视点来观察，将与以往所认识“强干弱枝”体制下、地方武力不存在的看法，出现相当大的差
距。
尤其到南宋，由于立国形势的转变，宋廷为了生存与发展，除了掌控正规军之外，应当还允许有不同
形式的地方武力存在。
然而，学界可能囿于传统观念或受资料的限制，对南宋地方武力的研究，仍留下相当宽广的开发空间
。
为了填补这个论域的空白，我从撰写博士论文开始，便以宋金对峙时期活跃于两国边境上，而被宋廷
视为义军的武装力量，作为研究主题。
希望进一步对宋朝境内的地方武力进行较具深度的探讨，深一层剖析蕴含于集权中央国策下的历史发
展，赋予南宋史新的时代意义。
　　1985年，我趁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的机会，向刘子健教授请教有关南宋地方武力的问题，并且利
用葛思德图书馆（Gest Library）搜藏的图书文献，写成《南宋飞虎军》一文。
这篇文章是经过师友多次讨论后完成的，不仅是我研究南宋地方武力的第一个个案，并且以此为基点
。
确定日后系列论文的大致架构和写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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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考察了南宁政权在面临强大外患内乱的威胁下，为了
生存不能不发展，在原有的军事体制之外，接纳地方的武装力量，创立新的制度，是对北宋强干弱枝
政策的一项重大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权不同的特质。
由于宋廷充分利用江南丰厚的社会经济资源，作为国防后盾，推动防御策略，确立了背海立国的形势
，才能与金、蒙相抗衡，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这些经由宋廷组织、团结、承认、而实质存在的各种
民间自卫武力或地方军，不仅与南宋时代的正规军，同时并存，更是支撑南宋政局与赵宋政权相始终
的武装力量。
然而地方武力自主性强，若任其膨胀、发展，也可能是朝廷的一项威胁，如果有效的掌握，使这些武
装力量成为供宋廷驱策的工具而不至成为尾大不掉甚至叛乱、夺权之资，自然是对地方武力倚赖，更
殷的南宋朝廷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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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宽重，1949年生，台湾宜兰人。
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日本东洋文库终身海外名
誉研究员。
长年致力于历史学及人文学之跨领域研究，尤专研宋史，先后发表近百篇论文、四本论文集，以及《
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南宋地方
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与《宋代的家族与社会》等四本专书；近年亦大力推动唐宋史
学界跨朝代国际研究合作。

    曾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与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教育文化基
金会讲座教授，与杰出人才发展基金会杰出讲座教授。
2006年荣获“国科会”杰出研究奖，2007年获“教育部”颁赠教育文化三等奖章，并四度荣获“国科
会”优等研究奖助。
现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兴大学万年讲座教授，受聘担任中兴大学副校长暨人文与社会
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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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篇 民间自卫武力　　第五章 两淮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的发展　　七、余论　　两淮山
水寨在南宋民间武力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武装团体。
它是在战火弥漫的环境里，面对敌人侵陵而有家破人亡、丧失田产之虞的两淮百姓，为捍卫家园，选
择险峻的山水堡寨作为防卫的据点而组成的武装力量。
这些地方武力，仗恃着地利，在金、蒙进犯时，发挥了守卫乡里、巩固疆土的作用，也具有稳定时局
的意义；不过，这些民间自卫武力各自独立，自主性强，以致力量分散，难以汇集成集体的抗敌战力
。
　　根据研究，南宋时代正规军总数约为四十万，末期在两淮驻兵则约十七八万。
①这样的兵力仍有难以应付金、蒙之势，因此，积极团结、组训边界的民间武力，使之成为军民联防
的力量，共同维护边界的安宁，是势所必须的。
宋廷为了凝聚民问武力，协助捍卫乡土，采取种种奖励措施外，更藉由团结编组的方式，将之纳入民
兵、保伍或军队等官方所能掌控的不同的体系中，并配合正规军的调度，从事防御任务，成为与南宋
相终始的边防重要力量。
　　然而两淮百姓长期被征调当差服役，或参与组织训练乃至教阅的活动，不仅有碍农务，更影响生
活质量。
由于战区生活资源匮乏，需要向外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朝廷能提供资助，则听命于官府，接受领
导；反之，地方官苛扰，百姓反感之余，若金人以贸易之利相诱，那么战时相互厮杀的敌人，可能转
而为生活资源的提供者或支持者，原先存在的敌我意识，转趋模糊。
宋廷疑惧之余，遂加强控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遂时现紧张，影响彼此的互信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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