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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卫所制度、明代疆域管理制度方面、明代军事等方面研究的文章结集
。

　　卫所制度是顾诚先生晚年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明帝国两大管理系统的论断，并打
算作为既《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之后第三部专著的主题。
本书另收集有顾先生的参编作品4篇，对明代后期军事、清代的建立、明史研究等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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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诚（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明清史专家，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
授。
生性耿直，视学术为生命，治学谨严，是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下笔慎重，“文章不写一句空”
。
代表作有《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前者曾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后者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均为明清史研究的典范佳作。
生平除两部专著之外，还有多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明帝国疆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人口、耕
地及明清易代史事等领域均有精深独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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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1986年，我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 一文里提出了明代“全国土地是由行政系
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论点。
这个看法直接关系到明帝国的版图、管理机制、土地（包括耕地）、人口、官民田的比例、户籍制度
以至对清前期耕地数的解释等一系列问题。
对这些问题全面展开论述需要写一本专著，在这篇文章里只能借助于经过选择的少数例证勾画一个轮
廓。
一、 明帝国的疆域和管理机制迄今为止，对明帝国的版图表达得比较准确的是谭其骧先生。
他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对明帝国疆域的描绘，大体上是正确的。
只是由于明代对疆域的管理体制一直在不断变化，加以行政系统的州、县和军事系统的卫所管辖地往
往犬牙交错，绘制精确的明代地图几乎是不可能的。
判断谭先生和他的合作者的高超学术水平，最好的办法是拿台湾柏杨先生的一段话作比较：“中国版
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
” 谭其骧先生主持绘制的明代版图比现在的中国版图要大一些，而柏杨先生却说“要小一半”，出现
这样巨大差异的关键，在于柏杨先生是按明朝行政系统管辖的十三布政司和两直隶（北直隶相当于京
、津 、河北；南直隶大致包括江苏、安徽二省和上海市），这么一算，明代的疆域只限于现在的十六
个省（自治区），三个直辖市。
而整个东北，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地都被排除在明代版图之外。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把明代疆域分别归属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管辖弄成一笔糊涂账，钦定《明史》的纂修者应负主要责任
。
那些进入明史馆的学者大抵是一批文人，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明以武功
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
”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
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
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
⋯⋯其军皆世籍。
此其大略也。
”“当是时，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
” 这种描叙使人们极易按照近代模式理解为：明代的地理单位是行政系统的郡县，而军事系统的都司
、卫、所则好比现在的兵营一样驻守于州县版图之内。
其实，只要对有关明代的文献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就不难发现明帝国的整个疆土是分别隶属于行政
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司的州）——县（府属州），军事系统即
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直隶都督府的卫）——卫（直隶部司的守御千户所）—
—千户所两大系统的。
而部察院及其派出的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则负责对行政、军事两大系统进行监督。
换句话说，按洪武年间定制，行政、军事、监察三大系统均秉命于皇帝，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各自管
理自身事务，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不能干涉；监察系统则代表皇帝对整个帝国事务实行按治纠举。
行政系统的基层组织——州县（其下再分为若干里甲）是一种地理单位。
问题在于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行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
属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土。
明代体制的这一重要特点，为历来治明史者所忽视。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明代的卫所归纳成四种类型：1.沿边卫所；2.沿海卫所；3.内地卫所；4.在
内卫所。
明代文献中常见“在内卫所”和“在外卫所”，前者是指在京（南京、北京）的卫所，后者就是前面
所说的三类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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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二、 地理单位的可转换性既然按明初定制，州县和绝大部分卫所都是地理单位，它们就具有由行政系
统改为军事系统（即府州县改为卫所）或者由军事系统改为行政系统（即卫所改为府州县）的可转换
性。
朱元璋立国之初创立两大系统时，大抵是把元朝一部分行政系统的地理单位改设卫所，归入军事系统
。
如元朝在大致相当于现在辽宁省的地方设立辽阳行省，洪武四年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
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兵马钱粮之数，遣右水董遵、佥院杨贤来降。
⋯⋯诏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以益为指挥同知。
”后来在今辽阳市设立辽东都司（初称定辽都卫），下辖25个卫。
洪武十五年五月，朱元璋曾说：“昔辽左之地在元为富庶。
至联即位之二年，元臣来归，因时任之。
其时有劝复立辽阳行竹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但立卫以兵戍之，其粮饷岁输
海上。
”又如洪武四年三月，朱元璋“命中书省臣曰：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皆极
边沙漠，宜各设千百户统率士卒，收抚边民，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
所储粮草，就给本管。
不必再设有司，重扰于民。
” 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设立了行政机构，入明以后州县有司被撤销，改归军事系统的卫所管辖。
其中提到的丰州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四年，明初变成了云川卫，后来云川卫撤入长城以内，穆宗时奉圣
夫人三娘子在这里筑归化城，就是现在的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再如今河北张家口地区，“至元三
年以地震改顺宁府，领三县二州。
本朝洪武四年，州县俱废。
二十六年置万全都指挥使司在宣府，领卫十五、守御千户所三、堡五，隶口北道。
” 至于西北、西南的许多地方在明代都划归军事建置，如清雍正二年年羮尧所说：“甘肃之河西各厅
，自古皆为郡县，至明代始改为卫所。
”明中期以后，总的趋势是从都司、卫、所辖地内划出一部分设立州县。
如贵州都匀地区洪武年间原为都匀卫，由于管辖区内民户较多，不久改称都匀卫军民指挥使司。
孝宗弘治七年划出部匀卫大部分辖地设立都匀府，改属贵州布政使司；缩小后的都匀卫重新颁发印信
，“节去军民二字，⋯⋯止称都匀卫指挥使司” 。
上文叙述到云南金齿、腾冲二卫时已谈到卫辖州转归布政司管辖的情况。
划出部分卫地设立行政机构主要是因为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民籍户口增加，也同卫所世袭制官员难以
治理有关。
它多少反映了随着卫所制的衰败明代国家管理体制开始了局部的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穆宗在位期间曾经出现过逆向建议。
隆庆二年，顺天巡抚刘应节鉴于蒙古部族对京畿的威胁，向朝廷建议：“欲以昌平、怀柔、顺义、密
云、三河、蓟州、玉田、平谷、丰润、遵化、迁安、抚宁、卢龙、昌黎各州县改为卫所，惟间设一二
府佐官约束之。
”部议认为“其改郡县为卫所事，不可行。
上如部议。
” 这次涉及直隶顺天、永平二府的十四个州县改为卫所的设想，由于朝廷不批准没有实现，但刘应节
作为当地方面大员提出这种主张并未被人们视作想入非非，原因是他的建议并不悖于明朝制度。
人们常常把卫所制的腐败，兵制的兴起，误认为卫所本身的消亡。
这无疑是对明代历史的严重曲解。
尽管明中期以降，划出部分卫地设置州县一直在缓慢地进行，卫所辖地行政化的势头不断加速，这一
方面是由于兵部权力的增长，总督、巡抚都是节制都、布、按三司之上的文官，同样由文职官员担任
的兵备等道官（初期都由提刑按察司副使、佥事任巡道）本来就有权督察指定地区的府州县和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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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军事系统自成体系的局面有所改变。
另一方面，在重文轻武的风气下，卫所内部潜移默化也是很明显的。
内地卫所辖地由于同州县辖地犬牙交错，天长日久往往被假作民地盗卖，军士逃亡抛荒土地召民耕种
交纳子粒，军屯土地人口都呈现民化的趋势。
不过，不应把卫所在明代行政化（或民化）程度估计过高。
迄至明朝灭亡，绝大部分卫所仍然是同州县类似的地理单位这一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
其原因是：卫所官员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世袭权利；边卫、运粮卫所承担的军事和漕运任务仍有其继
续存在的必要；在征收本色、折色和负担劳役等问题上，州县和卫所差异很大，变革的阻力和困难是
相当大的。
所以，卫所就军事职能而言，自明中期起就已严重削弱，通过招募和选拔建立起来的兵制逐渐成为明
朝的主要军事支柱。
清朝接管以后，卫所的军事性质基本消失，但作为一种同州县类似的地理单位却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
。
清初采取了取消都司、卫所官世袭制、裁并都司卫所、改军士为屯丁等措施，大大加速了卫所的民化
过程。
直到雍正年间才大规模地把卫所改为或归并府州县，此后仍留了一点尾巴。
这一过程在拙作《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 一文中已经叙述过了。
三、明代的土地人口统计1.明代耕地数上面已经说明了明初定制全国疆土一部分归行政系统的六部—
—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州）——县（州）管辖，另一部分归军事系统的五军都督府——部
司（行都司、直隶五军都督府的卫）——卫（守御千户所，即直隶都司的千户所）——千户所管辖。
因此，两大系统辖区内的土地（包括耕地）、人口、收入（行政系统为赋税；军事系统为子粒，另有
带管的民籍税粮）分别按本系统综合上报。
而军事系统的数字具有机密性，绝大多数文献中记载的仅是户部综合各布政使司和直隶府州的数字。
例如，《明实录》中有记载年份的田亩、户口、夏税秋粮数大抵是户部汇总行政系统的数据。
间或在一些文献中出现比户部数大得多的耕地数，如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修成的《诸司职掌》记载全国
耕地数为849万余顷，比《明太祖实录》记洪武二十四年383万余顷多出一倍以上。
又如明孝宗弘治年间撰修的《大明会典》既引用了《诸司职掌》所载洪武年间的849万余顷田土数，又
说“弘治十五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在田土总计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九十二亩零” 。
然而《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十五年的田地数却高达835万余顷，直至武宗即位后弘治十八年天下田亩
数又陡然下降为469万余顷 。
再如万历六年首席大学士张居正主持清丈田土后，总计“实耕在民者共计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
二十八亩零” 。
可是，到万历三十年出现了明帝国有统计数字以来最高的耕地数：“官民田土共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
千九百四十八顷八十一亩有奇” 。
为什么在洪武、弘治、万历这三个代表明初期、明中期、明后期的年代里都出现过两种相距甚远（都
是相差四百余万顷）的“全国”耕地数呢？
上面提到的两篇拙文中已经指出了较小的数字是户部综合州县耕地数，较大的数字则为行政系统与军
事系统管辖耕地的总和，只有后一个数字才是明帝国全部有统计的耕地数 。
总的来看，行政系统管辖的耕地数在不断增加，从洪武年间的383万余顷增长至明中期的四百余万顷和
万历年间的701万余顷，原因主要在于垦荒，一部分卫所辖地改归府州也是因素之一 。
而明帝国的全部有统计的耕地数在明中期由于土木之变等原因，北方沿边卫所辖地缩小 ，而行政系统
的耕地又未经认真清丈，府州县官注意的只是保持原额，册籍显示的全国耕地数略有下降。
万历清丈以后，才基本上反映了全国实有耕地也在不断增长中。
全国耕地数真正的大幅度下降是从崇祯年间开始的，大约持续到清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息以后。
清朝顺治十八年统计的各类耕地数为526万5千余顷 。
一些史学工作者不清楚明朝统计数的奥秘，以为清初耕地数比明朝全盛时期还要多，并以此为依据对
多尔衮、福临等的注重垦荒倍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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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清前期册籍田苗数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明代卫所辖地（不论已改并、未改并州县）都已综合到户
部。
因此，清代由户部公布的耕地数，不能与明代户部掌握的行政系统耕地数相提并论。
2.明代人口数明代的人口统计数从洪武到明末一直在五千多万至六千万左右徘徊，似乎没有多大变化
。
然而，一般学者都汄为从明初到万历年间两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稳定，人口的自然增殖肯定是相当大的
。
由于明朝洪武以后的人口统计往往流于形式，虽说是十年编审一次，目的并不在于弄清实在人口数，
而主要是为了保证定额的徭役。
因此，探讨明代人口的学者只有用种种推测方法试图找出接近于实际的明代中期和后期全国人口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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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按洪武年间定下的原则，全国的土地（包括耕地，但不仅是耕地）实际上是分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分
别管辖的。
（《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明代的卫所在清代广泛地延续了八十多年，到雍正初年才大体上完成了并
入行政系统的改革。
⋯⋯明初以来作为一种制度推行的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特殊的军事单位，它不仅与古今中外
一切军事组织一样承担军事任务，还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管辖一块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土地，是朝
廷版图内的一种地理单位。
（《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卫籍是明代卫所制度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户籍。
它对于我国人口的迁徙和分布起过重大作用。
（《谈明代的卫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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