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制也日渐从)严禁*到适当)管理*转变'根据笔者最近十多年来的研究

及调查经验&传统民间信仰的复兴在该地已经势不可挡&这就
'

学者调查$

了解历史上民间信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田野舞台'利用江南地区丰富的传统

文献&?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我相信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研究成果在品质

上超越华南地区是完全有可能的&有关这一点&我在王健的力作中清晰地感

受到了'

当然任何一本著作&特
0

是富有创见性的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

或那样的缺点'该书的细腻$资料翔实不容置疑&但作
'

更高的要求&我觉

得书中部份
;

容仍显得有点意犹未尽&匆忙结束'另外&本书也存在一些编

辑上的错误&直接影响了读者的好感'至於其他方面的不足&我想各位读者

见仁见智&想必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一本出

色的区域社会史著作&充分体现了作者所下的苦功&对滨岛敦俊,明清江南

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的成果也作出了一些有益的修正$补充'

朱海滨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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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是明代军事制度的基'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即模仿元制&在其控

制的地方设置军卫$千
]

所&以此来防守城池'而後&随着政权的稳定&朱

元璋对各地军卫加以调整&逐渐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卫所军政体系'以

往&卫所制度的研究多被纳入军制史的范畴&以屯田和军
]

的研究
'

主体&

多有宏观的架构&但对卫所制度本身及其在不同区域中的存在实态&则未能

有更详实的讨论'#$世纪-$年代以後&于志嘉?军突起&其论著,明代军
]

世袭制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0"以及.试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0本第,分 !"!-1年"#

月"&页1/.*110"$ .试论明代卫军原籍与卫所分配的关/!,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分!"!-!年1月"&页/10*,.$"等&通

过对各类史料进行扎实细的考订辨析&修正以往学界对卫所制度的诸多通

论性误解&增
L

了对明代卫所人
]

管理制度和观念的演变$军
]

在社会中存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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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态等方面的认识'由此&于志嘉成
'

卫所制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于志嘉的,卫所$军
]

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
'

中心的研究-一书&

由自序$正文和附
3

三部份构成'除自序外&共收
3

论文六篇和附
3

一篇'

附
3

是其#$世纪-$年代末对海
;

外明代军制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正文六章

由作者围绕江西之兵制$屯田$军役$漕运$军
]

&以及卫所在清代的沿革

等主题的重要论文集而成'

自序是作者阐明研究旨趣$本书主题及谋篇?局的部份'自序中&她明

确提出以)原籍军
]

*$ )卫所军
]

*和)附籍军
]

*三种类型来区分明代

军
]

的不同存在形态&区
0

於李龙睶从军制角度将明代军
]

分
'

)郡县军

]

*和)在营军
]

*&以及顾诚从军民管辖系统的角度划分
'

)州县军
]

*

和)卫所军
]

*'这一分类方式的前提&正如作者所言&是因)个人关心之

所在&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层面 *' !)自序 *&页""紧接着&从人员构

成$管理体系和赋役负担等方面进一步
+

明其对)卫所军
]

*这一?体的理

解&将明王朝针对卫所军
]

之管理原则及其演变情癋加以简要概述'

第一章)明代江西兵制的演变*&是于志嘉开始江西卫所研究的第一篇

论文'关於选取江西作
'

研究案例的缘由&作者解释道#

)其一&江西地处

腹里&受北虏南倭等外患的影响较小&其兵制与具有边防或海防任务之地区

本应有所不同&

,

多
'

过去的研究所忽略(再者&因
'

江西卫军多被用於漕

运&至清代仍发挥了功用&因此方志中残留了较多有关军役$军籍等问题的

资料&有助於吾人对卫所制度的深入了解' *!页#"文中对有明一代江西

境
;

兵制沿革加以梳理$考辨&明确江西四卫十二所及民兵制度的设置过程

及其演变&是
'

全书的开篇'

第二章)明代江西卫所的屯田*开始进入全书讨论的关键'纵观全书&

关於军屯问题的讨论由始至终&因
'

其既是腹地卫所军役的重要组成部份&

同时也关到江西卫所对土地的控制$军民纠纷$军役改革以及进入清代後

卫所漕运的实际运作等多种
;

容'作者在这部份&就 )明代江西屯田数

额*$ )屯田的弊害与改革*以及)屯田籽粒供军的比例*进行检讨'主要

运用了,万会计
3

-$ ,江西省大志-和,江西赋役全书-以及各类江西

省府县志&比对各书性质&讨论文献
;

容差?的意义&认
'

弘治十六年的清

丈对江西军屯的发展实有莫大的影响#一方面&清丈中形成了新的屯田登记

原则&使得卫军得以用)升科$安插$新增*等名目将所?民田纳入屯田
1

籍&造成军民纠纷层出不穷&成
'

江西屯政败坏的关键(另一方面&军民纷

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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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扩大&使地方官开始尝试?取更积极的手段来解
*

屯田$屯粮等问题&

有更多机会插手卫所事务&万以後&越来越多的军屯改革经由府州县官来

推动'此外&作者也对江西各卫所官军月俸粮支应方式进行探讨&认
'

各地

屯粮供军比例差?极大&似是受地方财政状癋影响&而各卫所也能在某种程

度自行调整其官军俸额&各地拥有较高自主性'

第三章)明代江西卫所军役的演变*是全书的重点之一'作者从军役的

;

容$军役的增加与舍馀之参加军役$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卫所军役的改革

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作者梳理了明代卫所各色军役的发端和演变&介绍了

江西军役由简至繁$由正军供役扩大至馀丁亦需充役的发展过程(重新考订

了明王朝对)在营馀丁*的观念和相关规制&认
'

明王朝对在卫馀丁的态度

经历了从坚持)原籍主义*&到)在地生根*政策的转变&对以往通论性
+

法如)每一正军需带馀丁一名在营生理*加以订正'总体而言&卫所军役有

正$杂之分&洪武$永乐年间&正役如操守$屯田$漕运等均 )一军一

役*&卫所杂役主要
'

武职随从和衙门差使&也由正军轮充&在人数上也有

严格限制'但是&随着卫所军役
;

容的扩大&卫军逃亡&武官役?越来越严

重&到宣德年间&馀丁充役正当化&在卫馀丁成
'

补军的首选&明中期以

後&正军$馀军的区
0

已经
.

有意义'而後&

'

了纾解军
]

负担&万年

间&文官主导了卫所徭役的条鞭折银改革&卫所杂役进一步扩大化&民
]

也

参与了卫所杂役&明初以来军民系统间的严格分际也渐趋模糊'

漕运是江西卫所军役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故第四章专门讨论明代江西卫

所屯田与漕运的关'作者首先考证明代江西卫所的漕船$运军等额数&希

望找出明初屯田数与拨军承运的标准之间的关'她认
'

&永乐年间佥派

时&屯军成
'

优先考虑的对象&当时抽取的运军大体出自屯军&这使得正军

耕屯的人数急遽
:

少&不少屯田转由馀丁$佃
]

经营後&屯田与运军关逐

渐
5

节'在万以前&江西屯田与漕运之间仅止人力支援&经济上
.

有直接

关'运军生计困难&耕者坐拥屯利&所以才有了万年间的改革&通过

)以田定运*法&确定以屯田馀租赡运&

L

制以屯田经济收益支援漕运&使

明代江西)屯田与漕运的关遂至密不可分*' !页##,"

明代卫所人口的增加&迫使卫所方面不得不正视对卫军
]]

籍管理的问

题&第五章)明清时代江西卫所军
]

的管理与军役纠纷*即以此
'

背景展开

讨论'作者梳理了各类与卫所军
]

相关的
1

籍&从
'

保证军役承继的勾军清

军
1

&到对在卫人
]

登记的
]

口
1

&再到以)里*

'

单位的住勾军
1

&这些

1

籍&往往成
'

卫军勾补和编签运军的基础'入清之後&江西卫所军籍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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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得以延续下来&明末以来的旧籍就成
'

清代军籍编审的重大依据'文中

列举了数个军役纠纷案例&都是因
'

军
]1

籍不明&以及後来在理解编佥补

贴帮运的原则上多有混淆而造成的)奸军扳民
'

军*$ )协民田以济军役*

等事而起的纠纷(而地方官员在判定时&也多以回到康熙年间所定 )分军

1

*

'

依据&屯田的性质和军
]

的身份成
'

审案官吏必须矨清的重点'

第六章探讨清代江西卫所的沿革与人口分?'作者辨析了明清
1

籍中意

义不清的)守千总*$ )所千总*$ )卫千总*等官衔的涵义&梳理入清

之後江西卫所的裁
U

情癋&以及
5

离了屯田束缚之後军
]

人口的分?状癋'

作者认
'

&清代後期江西卫所军
]

的居住地早已超出屯田地的范围&?且以

所属卫所
'

中心&相当程度往四处扩散(一县之
;

往往有分属不同卫所的军

]

?存'而
'

了方便管理&州县官就常以设置军图的方式&或仅将
]

籍集中

管理&或将军
]

大体集中居住来处理'

总之&这是)一位具备深厚传统史学研究功底的学者发掘新材料$构建

新问题的盓出成果&是一部使用社会史视角与方法来革新$推进政治制度史

研究的优秀著作*!王天有语"&对於後学
8

示极多'一方面&作者由典制

出发&进而入)人*的讨论&时刻关怀的是卫所军
]

这一?体在社会中存在

的实态'同时&她对不同史料之细梳理&努力还原不同材料各自形成的时

间点&?找出其演进之过程及可能因素&从而使杂乱细碎之材料逐渐呈现其

/

络&使人可窥见变化之细微及总体的趋势'其次&作者通过区域社会的角

度对制度的发生演变进行细部的考察&以修正许多常识性认识的偏颇之处(

同时&这些细部的讨论&又都是在一个整体的社会变革的背景下进行'例

如&关於江西卫所徭役条鞭折银变革的讨论&关於卫所军役编佥以)人丁事

-

*

'

原则的讨论&等等&所涉及的主题均是明代中期重大的社会经济改革

中的重要组成部份之一'可以
+

&这些以往可能被忽略了的部份&我们都需

要新的认知&对其角色和影响进行重新的考量'

因
'

本书是已有论文之编&各章均
'

单篇独立的论文&故而
;

容上均

相互关联$彼此交叉&读者在
W

读时应对各讨论
;

容有时间上的清晰意识&

?相互吸纳联&从而对其演变$实际存在形态有全景之认识'笔者相信&

于志嘉的研究已
'

我们提供了范例&她所提及的更多问题和研究方向&实则

'

今後的研究和努力提供更多的借鉴和指引'

杨培娜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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