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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制度不仅是明代创立的一种重要军事制度!而且是一种不断发展变

化(对社会变迁和政治演进都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自&'世纪('年代以来!

对卫所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历史地理!兵制演变!军
;

(军屯与军役三方面

展开"&'世纪/'年代!顾诚指出!卫所制度在明代疆土管理体制中具有与州

县同等重要的地位"作者继承?发展这一观点!以*州县体制+和*卫所体

制+这一对概念来分析明代辽东社会"明初在辽东与在
&

地同样实行州县体

制!但囿於辽东*神京左臂+的战略地位!以及处於华夏族群与北方族群频

繁接触之地等其他一系列社会特点!不久即改
!

*卫所体制+!即在实土卫

所系统
&

推行的包括军事(民政(经济等各方面的管理体制!从而形成一个

独特的*军事社会+"本书通过对卫所体制运行与发展(危机与变革(

'

落

与消亡的研究!展现了卫所体制在辽东的历史轨?!以及其型塑辽东社会各

个方面的历史作用"

本书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辽东实行卫所体制的背景!展现明

初从州县体制到卫所体制的转变过程"首先!自元代设置辽阳行省!对辽东

地区实行管辖以来!该地区就存在州县(万
;

府(宗王镇戍等多种管理形

式"红巾军之乱爆发後!地方豪
#

集团势力!如刘益集团(高家奴集团!因

自保需求而兴起"明朝收服东北的过程中!这些地方豪
#

或降或败!辽东也

被纳入中央王朝体系之中!实行州县管理制度"但是出於对辽东战略地位及

其自然人文环境的考量!从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1)(*- '!明廷先

後裁?辽东州县!设置军事性卫所"其次!由於军事性卫所向实土卫所转

化!以及抽垛的实施!州县体制向具有行政管理意义的卫所体制演化"在这

一过程中!辽阳(辽北(辽西(辽南相继建置卫所!?被赋予行政职能!抽

调地方民籍百姓!垛集
!

军"最终於洪武二十八年!辽东完全实行卫所体

制"

第二章探讨在卫所体制下!社会如何完成整合!?最终形成一种*辽东

人+的地方认同"作者首先通过辨析 #辽东志 %和 #全辽志 %中的人口史

料!指出明初辽东人口应在,'万左右"在长期发展中!大量移民进入该地!

其中包括军事移民(商业贸易移民(迁谪及自愿移民等"移民改变了当地人

口结构!以致时人有辽东*华人十七+的看法"大量人口的迁入在推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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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中发挥巨大作用!促进辽东贸易发展(族群结构变化(实力集团的转

变"在卫所体制下!无论是
&

地移民还是东北边疆原住民!无论是武官和军

;

还是馀丁(地方豪
#

!都与卫所发生密切联!成
!

军事社会的一员"而

身份来源各不相同的人群逐渐形成以地缘关
!

纽带的身份认同!?以*辽

东人+自称"

第三章重点分析卫所体制
$

生的危机和因应於这种危机的变革"由於自

洪武(永乐年间的频繁的军事征伐和过高的屯田
Q

额!辽东军
;

不堪重负!

纷纷选择逃亡或依附官籍!甚至武装叛逃"因此!自宣德起!明廷被迫调整

积极进取的边疆政策!卫所体制也随之调整"正统之後!朝廷在辽东卫所体

制下设置文官!?逐渐形成职权广泛的文官系统!其权力也逐渐渗透至基层

社会"与此同时!军事制度也发生变化!营兵制取代卫所兵制!卫所逐渐去

军事化!演变
!

地方行政单位"增设卫学与辽东生员赴山东乡试成
!

定制!

促使辽东士绅群体形成"

第四章从官籍
;

族(士绅群体和军籍
;

族三个角度探讨卫所体制改革後

辽东社会的变化"首先是官籍
;

族"改革之後!韩(崔两大家族崛起
!

辽东

两大官籍
;

族!他们通过战功和参加科举(结交儒士的士大夫化策略在当地

取得显赫地位"其次是士绅群体"由於卫学建立和赴山东乡试的政策!明中

叶之後辽东出现一批士绅群体!其中以贺钦最
!

著名"贺钦仕途失意返回辽

东後!积极与地方官员交际(参谋地方军政事务!在乡里推行儒家礼仪与行

!

规范"但此时士绅在辽东地位有限!直至晚明方有进一步提高"最後是军

籍
;

族"卫所改革虽改兵制!但正军之外的馀丁仍承担较重的屯田赋役!加

之官府
#

行垛集馀丁
!

正军!军籍
;

族仍备受压迫!不得不再次逃亡或依附

官籍
;

族"然而即使逃往他地寄籍之
;

!

.

还要承担原
;

籍地的赋役!这引

发军籍
;

族不满!?导致社会动荡"

第五章研究以辽东
!

纽带的长途贸易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辽东长途贸易发展起来!徽商(

^

商(辽东本

地商人等多种商人群体将丝绸布匹贩运至辽东!又将辽东的人参(貂皮贩运

至外地"东部边地自然资源丰富!

:

多贫困军丁
!

避重役!

>

籍来到此地!

从事?参(木材贸易(?矿等经济活动!促进了边地开发"此外!另外一批

>

籍人口则流窜於辽东(山东之间的北方海域!控制两省之间的商路"得益

於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些
>

籍人口在屯田之外寻得新的生计模式"

第六章关注明清易代时期卫所体制破坏之後军事利益集团的形成!?探

讨军事利益集团对辽东社会秩序危机的促成作用"明末辽东自然
U

害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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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形势更加紧张!卫所军士贫困化加剧!国家对军士的人身控制日益

弛"面对
#

悍的满洲势力!卫所军愈发难堪大用"李成梁(张学
g

等辽东将

领於是建立起以军事家丁
!

核心力量的军队!形成多个军事利益集团"这些

军事利益集团搜刮百姓(招权纳贿!迫使大量辽东人或聚
:

叛乱!或倒向满

洲一边!充当其导"而毛文龙(袁崇
J

等新兴军事利益集团
!(

夺贸易之

利!不惜相互倾轧"在明清易代历史过程中!辽东人受到满洲和辽东军事利

益集团的双重压迫!其身份认同也发生重要变化"

本书突破以往研究中单纯将卫所视
!

一种制度的视角!进一步描绘一个

以卫所制度
!

*

&

在
"

络+的区域社会"在以往研究中!无论是历史地理视

角(兵制演变视角!还是军
;

(军屯与军役视角!均是就卫所制度本身展开

分析!偏向於传统制度史的研究进路"本书则是将卫所制度作
!

理解地方社

会的一种资源!探讨在卫所体制下辽东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群体构成与身

份认同(商业贸易等诸多社会史议题"在史料运用方面!虽然明代辽东的族

谱(契约等民间文献较
!

匮乏!但作者能
4

充分运用有限的资料!使得个案

研究与整体框架有机结合!

!

地方史料有限的区域的社会史研究提供示范"

除研究卫所体制及其对辽东社会的影响之外!作者还对学界以往纠缠不

清的问题提出具有
%

服力的解释"一是明代辽东与山东关问题"有学者认

!

辽东行政上隶属於山东!有学者认
!

二者从无隶属关"作者分类整理出

辽东名义上隶属山东(实质隶属山东(二者互不统属(辽东曾经隶属於山东

等四种史料!经分析发现!第四种史料的生
$

者均
!

饱学之士或与辽东有关

的重臣!其看法应当更
!

可靠"只不过辽东都司属於非常规行政区划!因此

中央机构中通常将辽东都司划归山东民政机构!其文职官员往往*寄衔+於

山东布政司!土地和人口统计数字也?入山东布政司数据中!故此给人一种

辽东隶属於山东的观感"

二是辽东人身份认同的问题"王景泽认
!

辽东人是民族概念!司徒琳则

提出!辽东人是地域概念!张士尊更进一步提出辽东人具有多元文化倾向"

作者继承後二者的观点!?指出卫所体制是将地方豪
#

和外来军士!华夏族

群和北方族群整合起来的关键因素"作者还注意到!明清易代过程中!部分

辽东人倒向满洲一边!成
!

其进攻辽东明军的导!?主动?取满洲化的策

略!改满名!

!

家族构建旗人谱系!使得辽东人的认同发生变化!由地方认

同变
!

一种介於满汉之间的族群认同"

作者还有意识运用比较的视野!将辽东同其他区域社会进行对比研究!

希望获得一个更普遍的认识"作者引用刘志伟的研究!将辽东与广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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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

广东编
;

齐民
>

离里甲
;

籍束缚!导致剧烈社会动荡!从而促成明代中

叶赋役改革"而辽东卫所体制的危机与军事改革与此类似!

%

明国家与地方

社会的互动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某种一致性!而因应於危机做出的调整则是王

朝得以延续的重要动能"这样的比较研究是有益的尝试!可以帮助区域史研

究努力回答其对整个历史过程有何意义的问题"

本书是对明代辽东施行的卫所体制及社会样态的有力研究!梳理卫所体

制在辽东的兴衰沿革!澄清一些重要问题!对进一步研究这一区域的历史具

有重要参考意义!但是关於明代辽东历史的研究?非再无讨论的空间"首

先!作者用*军事社会+这一概念指称明代辽东社会!其依据主要是该地实

行卫所体制"但卫所体制是否是这个社会的主导方面!能否根据这一因素就

认
!

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军事社会+!作者交待得?不明确"其次!正如作

者所言!现存明代辽东史料数据相对匮乏!族谱等能
4

提供更多历史细节的

史料有限!这也是无法更加详尽分析辽东社会结构!从而明确其社会性质的

重要原因!也造成序言一中所言*局限於官籍和军籍两部分人 +的情癋!而

对生态环境(生计模式(聚落形态(族群分类(神明信仰等诸多社会史的重

要问题无法详加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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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於)*/-年的 #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 %JO9VSF4?!SFDS?@6; U4D@

cQV@?64F!:6;4P!是西方传统年鉴学派由总体史学向新文化史转向的
$

物!时

隔(.年!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再度出版"三十多年来!管国
&

外学界在明清

地方社会与新文化史领域都有大量的成果出现!但是回看此书!无论是书中

研究者所用的方法(材料!还是关於*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议题!至今都

是学术界难以绕开的关键"

*由於明确而且可识
*

的人类行动!在社会背景(地理区域和经济地位

上极
!

不相同的人们能
4

分享共同的行
!

准则(理念(设想和参照点"因

此!我们所关注的要点之一是传达语言和象徵结构的动力和机制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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