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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亦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清代卫所归?州县研

究》从多个角度展现清代卫所的变化轨?是学界首部全面考察清代卫所

归?州县问题的专著

该书所探讨的时段主要是自清朝入关至乾隆二十六年全书共分
!

五

章除绪论和结论第一二章从管理组织层面入手介绍清代卫所制度的

变化梳理全国范围
#

卫所裁撤与归?州县的具体过程第三四五章着

眼於社会经济层面分
;

对归?州县的屯田屯粮屯
8

与屯丁进行考察

该书首先
*

明清朝对明代卫所制度的继承性展现卫所官制武官职

掌武官铨选卫所领属关等方面的变化进而揭示清代一般卫所与漕运

卫所新建卫所不同的演变路径

以往对清代卫所裁撤的研究多停留於史实的基本梳理有砲於此作

者对清代卫所裁撤与归?州县的阶段类型与具体过程进行细研究作者

将清代卫所归?州县的过程分
!

顺治五年至康熙三十二年雍正二年至乾

隆二十六年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清廷大多径行裁撤卫所将卫所?入

其他卫所或州县清代卫所归?州县的进程在第一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之间

停滞约三十年的原因与康熙朝後期的政治变化以及康熙皇帝个人的反对有

关雍正皇帝看到年羹尧的意见之後在雍正二年重
G

卫所改制迅速裁撤

剩馀的
>

大多数卫所还将部份卫所改设
!

州县对於不宜归?州县或改设

州县的部份卫所以及遭遇屯
8"

烈抵制归?州县的卫所清廷?用建立厅

制给予学额优惠政策等方式予以解
E

最终裁撤除漕运卫所和新建卫所以

外的所有卫所

卫所归?州县引起社会经济层面的诸多变化屯田的数额与所有制的变

化就是其中绕不开的话题通过对照清代典志与各省省志毛亦可重新估算

清代屯田数额对清代典志的错误进行纠正?关注清代?田土总数?的统

计口径等问题她认
!

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屯田实在总数约
!

５０００万亩?

同时期民屯田土总数的７７％顺治康熙年间归?州县的卫所屯田约有

２７００万亩雍正乾隆年间归?卫所屯田约有２６００万亩共计５３００万

亩作者还探讨屯田所有制的变迁问题明代屯田虽然是国有土地但发展

出种种私有制特徵一方面屯田的经营方式从 ?领种制 ?转变
!

?租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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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另一方面军
8

拥有屯田的永佃权乃至田面权而且能
-

转佃屯田或

转让屯田田面权入清之後屯田进一步实现私有化清初实行圈地政策

时部份被拨补给土地被圈?的民
8

的屯田转化成
!

私有土地雍正五

年七年清廷颁?全国的法令允许归?州县的屯田与民田一体自由买

卖自此这些屯田在法律上转化
!

私有土地福建民间的土地交易情形也

证明雍正年间屯田私有化法令的实施在那里管有旧有语言习惯的留

存但屯田可与民田一体交易二者?无实质性的区
;

尚未归?州县的卫

所屯田较
!

特殊譬如漕运卫所和清代新建卫所屯田这些屯田不许私自买

卖而是长期延续着国有制

与屯田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清代接收屯粮的数额科则支用途径以及

徵收形式问题康熙二十四年前後清朝屯田赋
@

共８４万馀两粮１３４万馀

石屯赋?田赋总数的７３％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後期屯粮科则低於

明初的规定数额万六年到康熙二十四年在本色改
!

折色田赋正杂项

合?等赋
@

改革的影响下屯粮科则进一步下降民粮科则大大增加屯粮

与民粮科则变得更加接近王毓铨张金奎认
!

崇祯二年屯田照民田起科

的诏令针对的是全国所有的屯田是向
B

轻屯田科则的方向改革然而作

者利用《度支奏议》发现崇祯二年诏令的目的是将轻於民田科则的屯田

科则增加到与民田相同的水准以增加
@

收支应辽饷清初颁?的屯田照

民田科则起科的政令也只是针对屯田科则低於民田的部份直到乾隆年

间才颁?全国的政令将屯田科则高於民田的部份均量
B

轻不过乾隆

年间各省普
B

屯粮也
(

有使屯民科则完全一致在本章最後一节作者指

出清代屯粮的支用途径具有特殊性屯粮起运
8

部与存留支放各府州县衙

门经费的比例较少多数屯粮拨支本省兵米这使屯粮多以本色米粮的形式

徵收卫所归?州县後这些屯粮多数归入州县与民粮置於同一徵管体系

下唯有漕运卫所较
!

特殊其屯粮的开支常常与漕运有关

清代卫所归?州县後屯
8

的
8

籍编制如何调整徭役如何编派毛亦

可认
!

屯
8

拥有土地的类型和各省里甲编制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屯
8

里甲的

编制方式在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卫所归?州县後多以旧有的卫所组

织
!

基础编制里甲而在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则多以屯
8

与民
8

混编里

甲即主要以?附里??附甲?形式将屯
8

编入旧有民里关於屯
8

编入

保甲组织的过程以往学者大都语焉不详作者弥补这一研究空白她指

出由於受到顺庄法影响屯
8

虽然有独立的村庄等低级编制组织但在

更高层级会和民
8

混编
!

保乡约等屯
8

与民
8

得以在地方编
8

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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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融合在清代有的地区的屯丁编审沿袭明代旧有的卫所丁额也有

一些地区对丁额进行重新编审摊丁入地时部份省份的民屯丁银被分
;

摊派到民田屯田徵收还有一些省份是民屯丁银统一摊徵原本有特殊

差役的屯
8

在卫所归?州县後逐渐免去这些特殊差役屯民差役渐渐

合?甚至进行重新分配

该书较
!

完整地勾勒出清代卫所归?州县各个环节的演变过程有助於

我们解军民两个系统在清代的整合是如何发生的此书
(

有拘泥於某一

个区域而是尽可能在全国范围
#

对卫所归?州县进行考察探讨屯粮科则

的变动屯
8

里甲
8

籍的编制屯丁银的编徵杂泛徭役的编派等多个重要

问题无论是在空间范围还是研究主题上都对清代卫所归?州县研究有

所推进在讨论清代卫所与府州县关屯田所有制以及屯粮科则变化等问

题时该书不仅注意到清代对明代的继承性还揭示清代出现的种种变化

深化我们对清承明制问题的理解在本书的附
)

中作者还以光绪《大清会

典事例》
!

基础参照万《大明会典》《清实
)

》和各地方志整理成

《清代都司卫所裁?一览表》
!

读者解清代都司卫所裁?的具体情癋提

供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除以一般卫所
!

研究对象外还考察漕运卫所和新

建卫所对这几类卫所在清代演变路径的?同之处进行比较明代的卫所类

型多样职能不一清代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卫所实施的处置方式有时会有所

不同可见清代卫所改制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明代较
!

特殊的卫所还有许

多譬如设置在王府中的群牧所在万《大明会典》记载中就有１６个（参

见万《大明会典》卷１２４〈兵部七·城隍一·都司卫所〉扬州广陵

书社２００７年影印本第３
R

页１７７６１７８８）那
J

清代官员如何处理群

牧所及其下辖的人口土地如何调整群牧所军
8

的
8

籍编制群牧所在清

代的演变路径又与一般卫所有何不同这些问题有待我们在以後的研究中继

续探索

毛
�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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