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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广 州 的 “ 达 官 兵 ”

马 明 达

(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 要: 明朝曾有大量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内附, 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穆斯林民族。明朝以优惠条件接纳内附者, 将他们

安置到全国各地, 并将其中一部分编为世袭军户, 称 �达官兵�。景泰、成化间,曾将一部分 �达官兵 �迁入广州,久之,这些移民

成了世居广州的居民 ,成为广州回族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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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方, 是中国回回民族

的发祥之地。

至少自唐代以来 ,就有许多阿拉伯客商侨居广州, 久之,

人口增殖, 居住区域扩大,竟形成一个独立的社区, 这就是大

家所熟悉的 �蕃坊�或 �蕃巷�。随着历史的变迁,广州蕃坊也

经历了许多的盛衰起落, 但它顽强地存在着, 一直绵延到宋

元时代。入明以后, 蕃坊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 总体上说已

不复往昔之繁盛, 但并非就此烟消云散。由于明朝景泰、成

化之际, 曾实行过内迁的 �达官兵�永久居留广州的政策, 这

竟使得明初遭受严重削弱的广州回族族群又得到新的人口

补充, 古老的蕃坊也得以后继有人, 香火不绝。有了明朝的

这一次完全不同于唐宋的 �大输血�, �蕃坊�的流风余韵才能

够不绝如缕地传存下来, 直到今天, 怀圣寺和先贤墓都还岿

然存在, 许多遗迹也清晰可寻, 构成了广州一个重要的文化

亮点。

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为出发点, 关于广州的蕃坊问

题 � � � 特别是唐宋的广州对外贸易和蕃坊等问题, 学界论著

已多, 可谓成果累累。相对言之, 对宋以后广州蕃坊的衰变,

特别是明代 �达官兵�入居广州, 并且实际上成为后来广州回

族主要成分的问题, 研究者虽间有涉及, 但尚未有人作过深

入考察。我以为, 这是广州蕃坊史、回族史, 也是中国回回民

族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敝文拟对此问题作力所

能及的探研。所论或有不当处,请读者指正。

一

先从明末清初广州的 �教门三忠�谈起。 �三忠 �是指羽

凤麒、马承祖、撒之浮 3位为南明永历王朝殉节的广州回族

将领 �。

清顺治三年 ( 1646)底, 清军占领了广州。顺治五年四

月,清两广提督李成栋以广东全省反正,广州复归南明版图,

永历声势为之一振。但不久, 李成栋溺死在江西征途, 南明

形势急转直下。顺治七年 (庚寅, 南明桂王永历四年, 1650

年 )三月,清军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大军包围了广

州城。城中的南明总督杜永和等拒不投降, 据城坚守。清军

初攻不利,便一面在城外北、东、西三面挖掘深壕, 作久困之

计;一面加紧铸造大炮, 并在城外招纳广东沿海巨寇,以控制

南面的海口。清军围城达数月之久, 至十月下旬一切都准备

充分后,便全力展开进攻。十一月一日, 清军集中火炮轰击

城垣,第二日清军由城墙塌陷处攻入城中, 南明军顽强抵抗,

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 胶着厮杀数日, 广州才最终易手。接

着,便发生了清军对城内无辜居民的血腥屠杀。以羽凤麒为

首的广州 �教门三忠�便产生在这场清军与南明军民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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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中。

�教门三忠�的事迹, 原本只有马承祖一人被记载下来,

但也仅见于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卷 11�后广州死事

诸臣�:

有马承祖者, 广州右卫达官指挥, 守五羊门。城陷, 与子

宗保、宗仁同战死 �。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的成书在他为 �三忠�撰碑之

前, 此前关于 �后广州死难诸臣�的记载, 他只搜集到冯耀、郭

瑶、施辉然等 3人,加上语焉不详的马承祖父子,大致都是南

明在广州的一般官员 ,而且以文官居多。屈大均曾经为殉难

者中竟没有封疆大吏而感到沮丧, 发出 �封疆之臣当日安在

乎� �的浩叹。而广州在遭遇大规模屠杀后, 除了邝露这样的

名人外, 许多殉难者的事迹便掩埋在残垣断壁之中,羽凤麒、

撒之浮都是如此。时隔近 40年之后, 屈大均在广州的壕畔

巧遇羽凤麒之子羽应翱, 才终于得知羽凤麒英勇殉国的详

情。明亡后, 坚守遗民志节又以保存故国史迹为己任的屈大

均, 振笔为羽凤麒撰写了墓碑文 � � � 也是他对 �皇明四朝成

仁录�的一个补充, 如以死节的武臣而言, 在都司崔应龙、守

备郭瑶之外, 又增多了 �达官�督都同知羽凤麒等 � � � 这就是

著名的�明死事都督同知羽公墓碑�, 俗称 �教门三忠碑�。为

方便研究, 我们不妨将碑文的主要部分录之如下:

公讳凤麒, 初名腾龙,字冲汉, 其先回纥国人也。远祖曰

士夫。成化时, 两广瑶人作乱, 朝以都督同知赵辅为征蛮将

军, 以右佥都御史韩雍赞理军务。雍上疏请调南京达官军千

余至军, 用其骑射 , 偏将为先锋, 诏许之。师至浔州大藤峡,

蓝磐诸瑶以数万众来拒, 伏药弩镖枪林菁间, 出没不测。雍

麾达官军夺险先登, 所向摧灭。贼平, 雍进左副都御史, 辅封

武靖伯, 达官军头目羽士夫、马黑麻等大小百余人, 加封指挥

使、挥同、挥佥、镇抚、千百户等世袭, 安插广州四卫,设大东、

小东二营, 西营,竹筒营以居之。

公, 士夫之裔孙也。崇祯间袭指挥使, 永历元年, 以拥戴

加都督同知。四年庚寅春, 广州被围, 总督江宁侯杜永和与

诸将力守, 公守正南门, 昼夜不懈。十一月初三日, 城陷 , 永

和开门遁走, 以家属浮琼海而南。诸将亦以艨艟邀公同去,

公痛骂不从, 举家百余人, 亦不令去。敌入, 公戎服缢家 , 家

中男女悉被俘。

事定, 广州人有知其事者, 以公与撒三浮、马承祖为 �死

难三教门�并称者,间以语予。予尝撰�有明四朝成仁录 �, 中

有�前广州死难诸臣传�、�后广州死难诸臣传�,凡得十余人,

皆文臣也。武臣则前死者有守备余述之,后死者有都司崔应

龙, 守备郭瑶与公为三, 皆非统兵握大将权, 膺侯伯之封者

也。而能与城存, 以死报国,皎然不欺其志, 岂非忠烈伟丈夫

哉! ��城既被屠, 公之子应翱甫八龄, 以稚小不死, 得赎以

归。越四十余年, 予遇之濠畔之肆, 知其姓羽,则问曰: �讳某

某公者, 君知之乎? � 曰: �是吾父冲汉公也。� 予惊喜, 语以为

公作传之故。应翱流涕再拜, 因乞予为公墓上之碑。墓在广

州大北门外流花桥西 ,虚墓也。 (下略 )

碑文载屈大均 �翁山文外�卷 6, 亦见新编点校本�屈大

均全集�册三页 134。这个文本与�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所

录的碑文之间稍稍有些不同�, 但大都无碍于文义,故恕不校

订。碑文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史料: 一是关于羽凤麒等

人的身份和他们定居广州的原因; 另一个是顺治七年广州之

战的某些细节。前者自然是我们注意的重点所在, 但暂且摆

下,放到下节讨论, 先来谈谈与广州之战有关的几个问题, 以

见碑文记事之准。

据碑文,羽凤麒原本是广州达官的世袭指挥, 崇祯年间

袭职。永历元年,以拥戴永历继承皇位之功, 提升为都督同

知,在广州殉难明军将领中, 地位是比较高的。羽凤麒的职

责是守卫南门, 相信他所统率的主要是世代驻守广州的 �达

官兵�,马承祖、撒之浮都是他的属下。屈碑并没有详言广州

战守的具体情况,但他在碑文之末的诔词中有言简意赅的表

述,以当地人记当时事, 读来句句是史,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南门乘墉,自春徂冬。臂为雁翅, 横绝西东。

公之死守,敌不克攻。西关之鬻, 范伯不忠。

佛狼巨炮,反击丰隆。羸身受镝, 公当其冲,

城亡慷慨,以死自雄。髑髅台上, 大首为公。

国殇百万,于尔尊崇。招魂而葬, 土中空。

千秋毅魄,永保佗宫。

南门是明广州城临海的一面, 由于羽凤麒 �昼夜不懈�,

始终没有被清军攻占。而广州城的失陷, 首先是清军使用了

强大的火炮。据载,清军在从化新铸大炮 46门, 加上原从江

西带来的和缴获的 20多门,共有 73门大炮, 每门炮配备炮弹

400多发,可谓火力充足 �。经十月二日清军集中轰击, 守军

虽顽强抵御,但实际上已处在非常不利的形势之下。其次是

城里有人变节,充当清军内应, 此人便是总兵范承恩。关于

范承恩,清文献中说法不一, 有说被杀 ,有说被俘�。而实际

情况应以屈大均所说为准,他是引狼入室的内奸。守城主将

两广总督杜永和曾经严辞拒降, 率部戮力死守, 而此时也仓

皇弃城而去,径自逃往海南岛 �。这段在广州历史上空前惨

烈的史事,各家记述并不详备且多有歧异, �清史稿� 尚可喜

传�所载似相对简洁明了:

二月,师薄广州。广州城三面临水, 李成栋之叛, 于城西

筑两翼,令附城外为炮台, 水环其下。��可喜命攻城, 阻水

不能进,乃凿深壕, 筑坚垒, 为长围困之。��围合十阅月,

永和部将范承恩助守广州,约内应, 决炮台下水, 可喜令诸军

皆舍骑藉薪行淖中以济, 遂得炮台, 据城西楼堞发炮击城西

北隅,城圮, 师毕登, 克广州, 俘承恩等, 斩六千余级, 逐余众

迫海滨,溺死者甚众�。

屈大均诔词的 �臂为雁翅, 横绝西东�, 当指李成栋 �于城

西筑两翼�; �西关之鬻,范伯不忠�的 �范伯�即范承恩, 称之

�范伯�是因为永历曾封范承恩为阳春伯; �佛狼巨炮, 反击丰

隆�,指清军潜入西关, 利用明军的佛朗机大炮轰击西北城

垣,导致城墙塌陷。 �丰隆 �是古代神话中的雷公, 此处借指

炮声轰鸣之威猛。 �羸身受镝, 公当其冲; 城亡慷慨, 以死自

雄�,写羽凤麒赤身奋战,身躯受伤, 而城破之后, 在有可能乘

船出逃的情况, 他毅然选择举家以死报国之路。屈大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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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不欺其志,岂非忠烈伟丈夫哉! �比之于范承恩、杜永和

之流, 以及被清军俘获的大批南明高阶官员和弃战而逃的将

领们, 羽凤麒 3人的确显得挺拔凛然, 英烈千秋,数百年以后

犹令人感想不已!

清军入城后实施了疯狂的抢劫、奸淫和大屠杀。到底杀

了多少人? 说法不一, 地方史志有 60万、70万之说, 显然都

失之夸大, 但大屠杀是确定无疑的, 而且规模当远在扬州十

日、嘉定三屠之上,因为广州是个商业繁盛的大都会, 人口远

在扬、嘉二城以上。意大利传教士匡卫国 ( 1614� 1661)在

�鞑靼战纪�一书中写道:

大屠杀从 11月 24日一直进行到 12月 5日。他们不论

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 他们不说别的, 只说: �杀! 杀死

这些反叛的蛮子! � ��最后, 在 12月 6日发出布告, 禁止烧

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 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

人 �。

尤其令人齿寒者, 大屠杀的实施者尚可喜、耿继茂二人

并不是满人, 而是汉人; 他们所统率的军队也不是满洲八旗

军, 而是以辽东汉军为主力的杂牌军, 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

明朝降军。顾诚先生有感于此, 曾深怀悲愤地写道: �尚可

喜、耿继茂以汉族同胞的鲜血在清朝功劳簿上记下�名垂青

史 � 的一笔! � �

居民被屠戮殆尽的广州城, 变成一座 �民居遂空 �的空

城, 被尚可喜之流彻底废弃, 自此广州便有了老城 (或叫旧

城 )、新城之分。尚、耿两藩和其子侄们所统率的汉军, 都住

进老城, 老城实际成了兵营。而新设立的 �大小衙门, 俱在新

城����。尚、耿二人在同胞的磷磷白骨上营造起豪华的王府,

享受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清史稿� 耿继茂传�载:

初, 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 怒其民力守, 尽歼其丁壮。即

城中驻兵牧马, 营靖南、平南二蕃府, 东西相望。继茂尤汰

侈, 广征材木,采石高要七星岩,工役无艺, 复创设市井私税,

民咸苦之 ���。

尚、耿对城里属于 �达官兵�系统的回回军户是如何处置

的, 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这些人的遭遇不难想象, 因为他

们是广州城里抵抗最顽强的人群之一���。羽凤麒年幼的儿子

是被 �赎�出来的, 是花钱买了条命。不管怎样, �教门三忠�

英勇赴难的英勇品节受到广东士人久远的敬重,也给广州的

回民带来荣誉。与屈大均一起名列 �岭南三大家�的遗民诗

人陈恭尹, 曾写诗颂扬羽凤麒, 题目是�庚寅之冬, 明督都羽

公死事于广州, 纪之以诗�, 诗云:

天方为教本坚刚 ,受命先朝卫五羊。

生死只殉城下土 ,姓名不愧羽林郎。

血流大地终成碧 ,骨化飞尘久亦香。

世禄几家能矢报 ,为君歌此问苍茫。���

诗的第一句是作者对羽凤麒信仰的肯定, 是说羽凤麒的

精神源自于崇尚 �坚刚�的天方教, 这话不无道理。接着是对

广州 �达官军�百多年来一直担负 �卫五羊�之责的肯定, 这是

有历史根据的, 作为饱学之士, 陈恭尹自然熟知达官兵们 �卫

五羊�的史实。最后是说在这场战争中 ,明朝的世禄之家能

奋死报国者并不多, 于是更显 �教门三忠�的崇高。诗中血

流、骨化一联极妥帖也极悲壮, 因为羽凤麒等人并没有留下

遗骸,正如屈大均碑文所说, �三忠墓�实际是一座虚墓, �三

忠�的血骨早已化作飞尘融进广州的土地和大气中了。

到晚清, �三忠墓�成为广州流花桥畔的一处衰草凄迷、

人迹罕至的古迹,但有心的读书人还记着 �三忠�的事迹, 偶

尔会有一二吟咏之作。道、咸间, 番禺文人樊封在他的�南海

百咏续编�中, 就有一首�教门三忠墓�七绝, 诗云:

流水桃花古道旁,都人和泪葬三良。

诸君平日谈天理,愧彼兜鍪识纪纲。

注:教门三忠墓, 在流花桥北。顺治庚寅, 大城既复, 回

民收瘗明四卫指挥使羽凤麒、撒之浮、马成祖三人者。旧碑

已失, �通志 �纪其缺文。

盖以死报国,忠于所事者也 ���。

�三忠�事迹的沉寂, 显然与乾隆年间屈大均的著作遭到

禁毁有关。 �旧碑�出自屈大均之手, 自然是被官府毁掉了。

乾隆的禁令十分严峻,久已辞世的屈大均竟遭到 �发棺戮尸 �

的惩处,所以直到晚清, 樊封 �盖以死报国, 忠于所事者也�两

句,言未尽意, 似仍然有所忌讳。

二

所谓 �达官兵�, 是明朝军队系统里一个特殊的构成部

分,可惜�明史� 兵志 �对之竟无所记述, 实在是一个不应有

的失误。

明朝自洪武年间始, 就陆续有周边少数民族主动内附,

其中以蒙古人和西域回回人为多。最先内附的多是 �鞑靼军

士�,即元朝残余军人, 其中最大的一批是辽东纳哈出的部

属���。以后零零星星不断有降附者, 历时甚久, 数量很大, 安

置便成了一个大问题。洪武二十二年 ( 1389)二月,朱元璋曾

�命荆州左护卫并黄州、常德、岳州、沅州、蕲州、武昌诸卫各

造营房三千间以居鞑靼军士�。明制, 最小的军士建制是 �小

旗�,辖兵丁 10名, 居营房一间。荆州左卫等七卫建营房二

万一千间,军士数量在 20万左右,足见数量之大���。所谓 �鞑

靼军士�,实际并不全是蒙古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回回人和

其他色目人。洪武、永乐以后, 其来源又转而以西域 (主要是

哈密 )的回回人为主。因其结构复杂, 后来官方文件便以

�达�代 �鞑�, 统称之为 �达人�, 并且从中衍生出了 �归化达

官�、�达官兵�、�达目�、�土达�、�回达�等一系列相关词语。

明初对内附的 �达人�最先主要是安置在南京,永乐以后

又多安置在北京和京畿各地, 后来逐步扩展到南北各地。朝

廷对归化达人在各方面都给予适当的安排, 其中相当一部分

仍然编为军户,随时听候征调。达人入居既久, 人口滋生, 生

计便成了问题, 由此也滋生出一些社会问题来。弘治年间,

任兵部尚书的马文升曾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

臣又见三河县五军营草场一处, 多系宣德年间归化达官

任玉、王镇等住种。自昔归化之时, 给与庄田以裕其食用, 此

固朝廷招徕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 生齿渐繁, 地之

所入不足以赡其家之所需,至有迫于饥寒而流为劫盗者。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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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以安远人而来慕义也。臣询之于人, 咸言自此以至河

间, 达官之营相望不绝, 贫不聊生者与营略同。��古昔圣

王于边境之未服者, 尚绥而抚之, 又况慕义来归居于吾土者,

岂可使之失所也哉。况其间习于土俗而精骑射者不少, 倘陛

下用之, 得其所而处之, 得其宜则未必不赖其益也。今天下

武备懈弛, 穷海遐边之卒手不能弓, 身不能骑者 , 在在皆是。

脱有寇贼窃发, 将何以御之? 臣愿陛下留神于无事之日 , 加

恩于归化之人, 其处显位而见柄用, 固不必更张矣。若夫达

官之闲散而不任事者, 选其材力超众骑射绝伦之人, 散之边

方, 分置各卫,如湖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处卫, 置一二

员加其品秩, 厚其廪饩,使之专教士卒骑射, 则既不失安远人

之道, 而亦因得以精中国之技也。���

明朝对内附达人的使用主要是在军事上, 似乎主要是看

重他们的战斗力和在军事技艺上的特长。马文升的奏疏充分

反映了这一点。马文升主张: 一是将达人精于骑射者编成军

队,以供明廷驱使;二是 �选其材力超众骑射绝伦之人�,散之

边方, �使之专教士卒骑射�, 以帮助提高明朝军队的武技。马

文升的主张并非突如其来, 而是早在马文升之前明朝就曾经

这样做了。其中调迁到广东广西的 �达官兵�就是一个显例。

屈大均�羽凤麒碑�载, 羽凤麒的远祖叫士夫,明宪宗成化

年间,两广 �瑶人作乱 �,朝廷命赵辅为征蛮将军, 以韩雍赞理

军务。韩雍上疏请求征调南京的达官军千余至军, �用其骑

射,偏将为先锋�。战争结束后, �达官军头目羽士夫、马黑麻

等大小百余人, 加封指挥使、挥同、挥佥、镇抚、千百户等世袭,

安插广州四卫, 设大东、小东二营,西营,竹筒营以居之�。

调用南京 �达官兵�从征, 并在事后将他们安置在广州等

地, 并非韩雍的创举。韩雍之前, 当景泰元年 ( 1450), 董兴在

剿除广东黄萧养之乱的战争中,就曾经这样做过。

按, 正统十四年 ( 1449)冬, 广东 �南海贼 �黄萧养聚众起

事, 自称东阳王, 署置百官 , 长时间包围广州城。第二年 , 也

就是景泰元年二月, 明朝派遣都督董兴率兵出征, 至四月间,

黄萧养败灭。此事始末, 明代史籍中多有记述, �明史�卷 175

�董兴传�言之尤详���。但大都只讲董兴调用 �狼兵�出征, 没

有提到他调用 �达官兵�并在事后将应征 �达官兵�安置广州

之事。明确提到此事的是韩雍, 是韩雍在写给朝廷的�议处

广西地方事宜疏�奏章中提到的。他说:

查得景泰年间, 海宁伯董兴征剿广东反贼黄萧养, 事平

之后, 曾奏留在京达官在于广城安插居住, 遇警调用。���

董兴此举, 在明朝似有创始之功。清汪森 �粤西丛载�卷

24引�百粤风土记�云:

达目 洪武中分置故元降将纳哈楚、诸王噶尔萨及其官属

于闽广、广西,自是有达目。��而近有口外归降者, 资遣而

来者谓之达目。��初, 但食以禄粮, 自广东黄萧养之乱, 奏

准随征, 其后一概差调,习骑射 ,敢勇耐劳, 行阵间颇得其力。

据此, 在董兴之前, 明朝对内附的达人只是提供一定的

�禄粮�和居住地,让他们有个安身之处就是了。具体的供给

条件明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可征���。自董兴平定黄萧养之乱

后, 明朝才开始征调内附达人组成军队, 参加战争, 并安置到

南北各地的卫所中, 成为世代相袭而供随时征调的军户, 当

时称他们为 �达目�、�达官兵�。

董兴在广州安置了多少 �达官兵�, 目前尚不清楚, 但他

�遇警调用�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不然就不会引起十几年后

韩雍的效仿,也不会由此形成制度, 形成一种明代兵制中一

个非常特殊的构成部分。

韩雍字永熙,江苏长洲人, 是明朝前期一位名臣,明清史

家往往把他与王守仁 (阳明 )相提并论,二人都是兼资文武的

杰出人物。韩雍正统七年 ( 1442)登进士, 以御史起家, 史称

�负气果敢, 以才略称����。早在明英宗景泰年间, 广西浔州

(今桂平县 )的瑶族首领侯大狗就发动了抗明战争,反叛者凭

险据守,不断扩大地盘, 两广明军对之无可奈何。明宪宗成

化元年,朝廷决定用兵, 以都督赵辅为总兵官, 太监卢永、陈

瑄为监军。兵部尚书王竑则力荐 �韩雍才气无双, 平贼非雍

莫可����。乃以韩雍为左佥都御史, 赞理军务。作为主帅的赵

辅了解韩雍的才能, 军事一以委之, 故实际上是韩雍制定方

略,统筹全局。对十多万明军而言, 这是一场十分艰难的战

争,主要原因是桂平一带万山丛集, 地势险要,而反叛者充分

利用地理和武艺上的优势, 立栅寨于山巅, 置滚木、檑石、镖

枪、药弩等以抗拒官军。正是针对这一情况, 韩雍提出调用

南京 �达官兵�参战。�明史�韩雍传对此并无具体记载, 只是

说 �雍驰至南京, 集诸将议方略����。�明史纪事本末�卷 39

�平藤峡盗�载:

雍又奏调达官军千余, 专命偏将领之。瑶僮出入山林,

利用标枪牌刀诸短兵, 不能当骑射, 故达军所向辄克, 贼畏

之。���

�明史�卷 91�兵志三�又载:

延绥固原多边外土著, 善骑射, 英宗命简练以备秋防。

大藤峡之役,韩雍用之以摧瑶僮之用牌刀者。���

延绥固原的 �边外土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我们不能确

指它的民族构成, 但相信其中一定有内附的蒙古人和色目

人,应该有穆斯林。除此而外, 韩雍的部属中还有就在两广

驻防的和勇的部队, 而和勇是蒙古和宁王阿鲁台的孙子, 他

所统率的军队主要是 �降夷千人�。�明史�卷 156�和勇传�:

和勇初名脱脱孛罗,和宁王阿鲁台孙也。阿鲁台为瓦剌

脱欢所杀,子阿卜只俺穷蹙, 款塞来归。宣宗授以左都督, 赐

第京师。卒,勇袭指挥使, 带俸锦衣卫, 积功至都督佥事。天

顺元年,诏加同知, 赐姓名。久之, 以两广多寇命, 充游击将

军,统降夷千人往讨。��成化初, 赵辅、韩雍征大藤峡贼,

诏勇以所部从征。其冬,贼大破, 进左都督,增禄百石。���

明人钱溥撰�运筹亭平蛮碑�载,明宪宗 �命都督和勇为游

击将军,曰:维两京达官达军之在行者, 汝其统之�。据此, 和

勇乃是这次战争中所有参战达官达军的总指挥���。而和勇是

穆斯林,这在明人叶盛�水东日记�中有明确记载���。选用和勇

统率达官达军,朝廷应该考虑到了这一点。显然, 为了对付凭

高据险又有标枪牌刀药弩之利的山地瑶人,韩雍特别重视 �达

官兵�的骑射优势 � � � 我以为主要是弓箭优势。骑射以外,

�达官兵�们,特别是来自西域的内附回回还有一种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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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这种刀被明朝人称之为 �米昔刀�,乃是原本产自埃及的一

种阿拉伯弯刀, 元朝时曾经广为使用,明朝军中依旧存在,但主

要应该是配置给 �达官兵�的���。在关于大藤峡之战的明代史

料中,我们尚未见到 �达官兵�执用米昔刀的记载, 但从韩雍的

诗中我们读到对这种刀的描写。韩雍�襄敏集�卷 8有 4首题

为�广东来报贼散,承赵征夷惠 弓钩刀诗, 和且谢�的七绝,

赵征夷即征夷将军赵辅,赵辅赠给韩雍 � 弓钩刀诗�, 韩写下

4首和诗以表谢忱。其中第四首云:

新置钢刀月样弯, 崇山峻岭便跻攀。感君持赠征南去,

指日相从定北蛮。���

所谓 �新置�,应该是指明朝特地为 �达官兵�制作的弯形

钢刀。史载明太祖洪武十三年设立军器局, 是专门管理兵器

制作的机构, 在军器局所监制的各种刀中就有米昔刀���。韩诗

云,这种刀的特长是 �崇山峻岭便跻攀�,显然正是专门为担当

间道攀登的�达官兵�配备的。�明史� 韩雍传�载: �官军诱贼

发矢石,度且尽,雍躬督诸军缘木攀藤上。别遣壮士从间道先

登,据山顶举炮,贼不能支,遂大败。����很可能 �别遣壮士从间

道先登�的 �壮士�,就是一批手执弯刀的�达官兵�。

大藤峡之战的胜利, 使韩雍获得很高的声誉, 并受命以

左副都御史的职位提督两广军务。韩雍大权在握, 便对两广

军政、主要是广西军政作了一番大调整。军事方面的调整,

可从他上奏朝廷的�议处广西地方事宜疏�一文中有所了解,

而他上奏的内容之一, 就是援引景泰年间董兴前例, 提议将

从征的南京 �达官兵�永久地留在广州。他的意见很具体:

今看得调来随征京达官都指挥你里哈答等四百余员名,

见在广东地方截杀流贼。合将都指挥使廉忠并所领达官你

里哈答等四百余名, 俱存留在广东城安插居住。内廉忠仍于

原带俸衙门带俸, 达官都指挥于广东都司带俸, 指挥等官于

广州前卫带俸。踏勘空闲地土, 起盖房屋, 拨与居住。内有

家小者, 乞敕南京守备官差官拨船起送前来; 无家小者, 设法

措办代为聘娶。俱定与则例, 按月厚其廪饩, 供给下程柴草,

冬夏给与绢布衣服靴帽, 并加意抚治, 不许剥削科害。但遇

两广地方贼情, 警急听调杀贼, 有功照例升赏, 诚为便利有

益。���

显然, 韩雍的建议得到朝廷同意, 于是这批原在京城的

�达官兵�便被安置在了广州。依照韩雍的意见, 为他们划拨

土地, 起盖房屋,进而解决家属, 保证生活供给, 使之可以安

心地居住下去。应该说, 韩雍的思虑相当细密, 而这位注重

信义的官员也必定督促地方官员加以落实���。在 �加意抚治�

四个字上, 韩雍是相当用心的, 一个显证就是研究者经常提

到的成化四年 ( 1468)韩雍对怀圣寺的重建。我也曾在文章

里谈到此事, 当时对韩雍 �以所留达官指挥阿都剌等十七家

居之�的 �所留�二字不甚了了,提出: �是原本就遗留下的, 还

是韩雍军中所留? 犹待考证。����现在已经非常之清楚了, 重

建怀圣寺 � � � 可惜成化原碑已失, 很可能扩大了寺院规

模 � � � 是为了安置广州的 �达官兵�们的宗教生活有所保障;

而 �以所留达官指挥阿都剌等十七家居之�,则是为了使怀圣

寺有一个官方地位, 或者说可以使其得到 �达官兵�这一特殊

群体的庇护。从这些地方看得出韩雍用心之深。史称韩雍

�有雄略,善断,动中事机�, 这的确不是过誉之辞。

从韩雍的奏疏看,安置在广州的 �达官兵�的首领是都指

挥使廉忠。我们在前揭钱溥�运筹亭平蛮碑�中见到过此人

的名字,碑文说 �公 (韩雍 )议既定, 师及广西界, 即议委都指

挥邹宏、廉忠策应副总兵范信 ,以截流贼在新会之西者。�则

廉忠原本就是一位都指挥。可惜史料不足, 此人的来路尚不

清楚。以姓氏看,廉忠可能是一位汉化了的维吾尔人。元代

维吾尔族名臣廉希贤之父布鲁海牙曾官廉访使, 于是决定以

�廉�为姓, �故子孙皆姓廉氏�,逐步形成元代最为显贵而庞

大的廉氏家族���。廉忠有可能是元代廉氏家族的后裔。

三

韩雍在广州安置了多少 �达官兵�? 我们尚未找到确切

的数字。讲得比较具体的, 是前引钱溥 �运筹亭平蛮碑 �所

说: �广东宜安插达军四百于城内, 以备遣调。�钱是当时人,

所言数字应当有据。而屈大均�羽凤麒碑�则说: �达官军头

目羽士夫、马黑麻等大小百余人, 加封指挥使、挥同、挥佥、镇

抚、千百户等世袭, 安插广州四卫, 设大东、小东二营, 西营,

竹筒营以居之。�屈是史家, 所言也应该是有来路的, 而且他

曾与羽凤麒之子交谈过。如果综合两家之说,是否可以认为

钱溥说的是 �达官兵�的总数, 而屈大均说的是各级军官的数

量。而屈大均所谓安插广州四卫, 以大东营、小东营、西营、

竹筒营 4个兵营为居住点,无疑是正确的。民国广东香山学

者黄佛颐在所著 �广州城坊志�中��� , 依据晚清黄芝 �粤小

记�、樊封�南海百咏续编�的考证, 对各营位置均有所记述,

兹稍加转陈。

�广州城坊志�卷 1�芳草街�条云:

成化四年,省垣设四卫以处回众, 曰大东营、小东营、西

营、竹筒营。朝市虽更, 然以里名遗址考之, 可得其概也。大

东营,当是今芳草街东三巷一带,内有蟠龙庵,为正白旗李姓

香火院,即当日之礼拜堂也。���

�广州城坊志�卷 1�小东营�条引�粤小记�云:

今郡内西北,尚有小东营遗址, 呼其后曰 �四营人�。���

�广州城坊志�卷 1引�南海百咏续编��小东营�条云:

小东营,明季四卫回兵行营也。成化四年, 排瑶不靖, 都

御史韩雍调南京回兵来粤协剿。凯撤后留戍广州, 建四回营

以处之。��小东营今尚存清真寺。���

�广州城坊志�卷 3引�南海百咏续编��回子营�条云:

回兵竹筒营,在大北门水关桥前, 其地俗称 �回子营�, 或

作 �鬼子营�, 鬼、回一声之转耳。有最胜、总胜两尼庵, 亦当

日回目公所。���

�广州城坊志�卷 3引�南海百咏续编��西营巷�条云:

西营, 在光孝街内, 尚名西营巷, 有武庙一区, 即当日回

目衙署。���

按, �粤小记�的作者黄芝是道光年间人, �南海百咏续

编�的作者樊封是光绪年间人, 足见直到清末, 当年 4个回营

的位置仍然历历在目,有遗迹可寻。至于大小东营清真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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