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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

顾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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嚷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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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踉

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 大小一样
,

比现在的版图
,

要小一半
。 ”

谭其骤先生主持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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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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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 期
。

《丑陋的中国人》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天津在明代是卫地
,

但现在天津市的辖区相当于明代北直隶的几个州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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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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自京师达于 郡 县
,

皆 立 卫

所
。 ” “

天下既 定
,

度 要 害 地
,

保一郡者设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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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其军皆世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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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卫 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 —
千户所两大系统的

。

而都察院及其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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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边卫所 沿

海卫所
, 内地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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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面分别加以阐

述
。

沿边卫所
。

指的是从东北到西北
,

以至西南的边疆地区
,

这些构成大约半个

明帝国疆域的地方在明代 特别是在明初 一般不设行政机构
,

而 由都司 行都司 及其

下属卫所管理
。

例如东北地区在明代分隶奴尔干都司和辽东都司
。

奴尔干都司的辖地

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
、

库页岛和今吉林省等地方 辽东都司则管辖今辽宁省大部分地

方
。

永乐七年在辽东都司治所 今辽阳市 设自在州
,

在三万卫
、

辽海卫治 开原城 设安

乐州
,

这两个州同内地的州县很不一样
,

都是
“

无里甲
,

止领新附夷人
” 。

在辽东都

司的西面是大宁都司
,

都司治地在今内蒙赤峰市宁城县
。

洪武二十年九月
, “

置 大 宁

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
、

左
、

右三卫
,

会州
、

木榆
、

新城等卫悉隶之
。 ”

二十六年宁王

《明史》卷八九
,

《兵志》一
。

同上书
,

卷九
,

《兵志》二
。

张天腹 《皇舆考》卷一
,

山东
,

附辽东都司
。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
。

次年七月改大宁都司为北平行都司
,

见同书卷一九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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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权就藩大宁
。

大宁都司除了下属汉族军士及家属组成的卫所外
,

还管辖兀良哈三卫

泰宁
、

朵颜
、

福余
。

靖难之役时
,

燕王朱棣借用宁王的护卫军和大宁都司军队
,

后

来把大宁都司迁至保定一带
,

宁王也改封南 昌
,

大宁都司原先管辖地盘交兀良哈三卫

接管
。

这本来只是明帝国内部建制的变化
,

可是在一些明朝汉族官绅的笔下却称之为

“

弃大宁
” ,

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

英宗在位期间
,

女真族兀者卫
、

肥河卫
、

呕罕河卫及

野人女直卫分与蒙古族兀良哈三卫互相攻劫
,

朝廷在正统十年十月
、

十一月分别勃谕双

方约束部众
,

在给福余卫都指挥 同知安出等的勒谕中说
“

尔兀良哈与女直皆朝廷开设

卫分
,

乃彼此交构报复
,

论法俱不可容 ”

一
”

这充分说明在永乐以后
,

原大宁 都 司

辖地仍是明帝国的卫分
。

大宁都司以西是万全都司
,

主要管辖现在的河北省张家 口地区
。

大概很少有人想

到连居庸关内的一部分地方在明代也并不属北直隶的顺天府
,

而归万全都司下面的隆

庆卫 穆宗年号隆庆
,

改卫名为延庆 管辖
。

这块关内的卫地直到清朝乾隆二十四年才

并入昌平
。

现在的山西北部和相邻的内蒙部分地区在明代基本上属于设置在大同的

山西行都司管辖
。

虽然在大同也设置了属于山西布政司的大同府
,

两者的治所 即衙

门 同在一城
,

管辖的地盘却有明确的界画
。

比如说
,

山西行都司下属的玉林卫明初

设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

云川卫设于今呼和浩特市西南
。

英宗年间两卫迁 入 杀 虎 口

内
,

玉林卫与大同右卫相邻
、

云川卫则靠近大同左卫地方
,

这就是现在 山 西 省 右

玉
、

左云两县的由来
。

大同东面的天镇县是明代的天城卫和镇虏卫合并而成的
,

阳高

县则由明代的阳和卫和高山卫合并而成
。

太原西面的平鲁县本是明代的平虏卫
,

清

代建立的宁武府 府治今宁武县 则是由明代的宁武千户所演变而来
。

陕西都司比较复杂
。

它的治所与陕西布政使司同在西安
,

管辖的一部分卫所与府

州县犬牙交错 即应列入内地卫所范畴
,

大部分是沿边卫所
。

例如宁夏在元朝一度属

于甘肃行省
,

末年 曾 单 独 设 置宁夏行省
。

明朝接管初期一度设立宁夏府
,

属陕西布

政司
。

洪武五年撤销府
、

县
,

将该地改为宁夏卫
,

后因地方广阔
、

防务茶重
,

增设宁

夏前
、

宁夏左屯
、

右屯
、

中屯
,

共计五卫
,

隶属于陕西都司
。

大致而言
,

现今的宁

夏回族 自治区在明代不属行政系统序列
,

而属军事系统的陕西都司管辖
。

明初相当省一级机构管辖地区最为辽阔的是陕西行都司
。

洪武七年
,

明朝廷决定

《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四
、

一三五
。

《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五
,

京徽
,

昌平州二
。

钟秀 张曾著 《古丰识略》卷五
,

沿革 卷八
,

古迹
。

《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三记 成化十二年五月庚戌 日
“

设大同左云川卫
、

大同右玉 林 卫
、

天

城镇虏卫
、

阳和高山卫四儒学
。 ”
即已在相近的两卫设立一个濡学

,

为后来的合 并 开 了 先

声
。

嘉靖《宁夏新志》卷一
,

建置沿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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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州卫设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
,

任命原河州卫指挥使宁正为都指挥使
。

次年
,

改名

为陕西行都司
。 ‘

其管辖地区包括今甘肃省的大部分地方 另一小部分属陕西都司
、

新

疆 包括一部分在清代为沙俄侵占的领土
、

青海
、

西藏 以及四川西部 少 数 地 方
。

据

《明实录》记载
,

宁正任河州卫指挥使时已经
“

招徕撤里畏兀儿 即维吾尔 安定王 卜烟

帖木耳等
,

暨土番朵甘灌顶国师
、

乌思藏诸部奉朝贡
” ,

升任行都指挥使以后朝廷授权

他
“

提调朵甘
、

乌思藏都卫
。

正又招降元右垂朵儿只失结等
,

奏置西宁等卫
。 ”

后来
,

陕西行都司改设于甘州
,

它所节制的乌思藏卫都指挥使司和朵甘卫行都指挥使司逐渐

改归朝廷直接管理
。

新疆等处地方事务
,

一般仍通过陕西行都司转报朝廷
。

明代对嘉

峪关以西广裹疆域的治理带有明显的民族 自治色彩
,

一般不派遣汉族军队 沙州即今

敦煌曾派驻汉族军队设立沙州卫 和任命汉族官员
,

而 由朝廷依据当地少数 民族首领

地位的高低授予军事系统的世袭官职
。

这里
,

要特别指出明帝国版图内少数 民族居住

区和同明帝国保持朝贡关系的周边国家的一个重大区别 两者在朝贡等方面有相似之

处
,

但明帝国疆域内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官员一般由朝廷授予武职
,

纳入帝 国 官 职 序

列 , 周边国家的国王有的虽需明朝皇帝认可加封
,

其大小官员却由本国国王依据 自己

的传统任用
。

以西域为例
,

洪熙元年七月 是时宣宗已即位 哈密忠顺王免力帖木儿遣

都指挥脱脱不花来朝贡马 , 同月
,

土鲁番城都督金事尹吉儿察来朝贡马
。

又如景泰

七年三月撒马儿罕地面来朝贡马驼方物的使者马黑麻拾力班的官职是指挥
,

随从人员

有
“

镇抚
、

舍人
”

等
。

这年五月
,

指挥马黑麻拾力班等还到北京阜城门外祭扫祖坟
。

这类史料 自洪武以降屡见于史册
,

证明现在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及其以西的部分地方

是属于明帝国版图之内的
。

云
、

贵两省在明代有部分地区设立了行政系统的机构
,

云南布政使司设置于洪武

十五年
,

贵州布政使司则迟至永乐十一年才设立
。

然而
,

这两个省都具有浓厚的边卫

特色
。

作为地理单位的卫所在云南呈现其特异性
,

它们往往不仅管辖一般状态下的卫

地及人 口
,

还直接管辖部分州县
。

如澜沧卫
“

洪武二十九年始于北胜州治之南筑城为

军民指挥使司
,

领北胜
、

永宁
、

范集三州
。

永乐四年
,

升永宁为府
。

正统六年 以北胜

州改隶布政司
。

今所治惟菠粟一州
” 。

关于北胜州
, “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为州
,

属鹤庆

军民府 , 二十九年改隶澜沧卫 , 正统六年改直隶云南布政司
。

编户 十五里 田粮

官 民田地三百五十二顷八十六亩六分 , 屯田 境内有五十百户屯田
,

散在纳期海 口
、

盟庄坝
、

片角等村
,

皆澜沧卫官军
”

这些材料说明 自洪武二十九年起
,

北胜
、

永宁
、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
。

《明宣宗实录》卷四
。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四
、

二六六
。

景泰六年《云南图经志》卷四
,

《澜枪卫军民指挥使司》
。

正德五年《云南志》卷一二
,

《北胜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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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藻三个州本为行政系统建置
,

却隶属于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 水乐四年
,

永宁州升

格为府
,

改隶云南布政司 正统六年北胜州也改为云南布政司的直隶州 即府级州
,

这以后澜沧卫仍然管辖着一个不属云南布政 司的菠菜州
。

金齿卫也颇类似
。

元朝在该

地设立金齿等处宣抚司和腾冲府
。

洪武十五年明朝接管之后设立金齿
、

腾冲两府和金

齿卫
。

二十三年撤销两府
,

改金齿卫为军民指挥使司管理该地
。

腾冲府变成了腾冲守

御千户所
,

到正统十四年升为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
,

与金齿卫同隶云南都司 嘉靖三

年划出腾冲卫部分地方设立腾越州
,

转入行政系统
,

州辖民户八里
。

而金齿卫军民指

挥使司下有
“

编户九里
,

领县一 永平县
、

安抚司一 潞江安抚司
、

长官司二 凤溪
、

施

甸长官司
” 。

这两个例子说明
,

明朝接管云南以后
,

不仅有汉族军士及其家属组成

的 大批卫所
,

筑城开屯
,

构成一种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 而且还把本应归布政司管辖

的少数州县划归卫军民指挥使司管辖
。

由于隶属关系不同
,

卫辖州县的土地
、

人口数

自然不能包括在云南布政司和户部的册籍上
。

上引北胜州的民籍编户和垦种的官民田

数在英宗正统六年以前就是如此
。

现在的贵州省在明朝洪武年间除在少数地区设立了府
、

州
,

归相邻的四川布政司

和湖广布政司管辖外
,

绝大部分土地人口都 由贵州都指挥使司治理
。

永乐十一年虽然

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
,

但该布政 司下属的府
、

州同内地很不一样
,

它们是为了节制贵

州部分土司而设立的
,

府下不设县
。

而贵州的汉民 主要成份同云南一样是官军家

庭 居住区和大部分土司仍然隶属于贵州都司下面的各卫所
。

这从永乐二十一年设立

监察系统的按察分司可以清楚地看出
,

贵州四道 贵宁
、

安平
、

新镇
、

思南 按治的范

围卫所约占  ,

府州仅约占
。

明中期以后
,

朝廷为了加强对贵州的管理
,

逐

渐把一部分卫所辖地改设府
、

州
、

县
,

由军事系统转入行政系统

沿海卫所
。

按理说沿海卫所也应归入沿边卫所之内
,

只是因为明代的沿海卫

所 辽东半岛除外 主要是在经济比较发达
、

人口密度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建立的
,

它

们虽然也是一种地理单位
,

但管辖区的土地和人口一般都比相邻州县少 天津是个例

外
。

一般来说
,

明朝初年沿海卫所同附近州县的界划比较清楚
,

卫治
、

所治与府
、

州
、

县治同城的很少
。

中期 以后
,

由于海盗侵扰等原因
,

一些府州县的衙门迁入卫城 卫

所辖地与人口也有民化的趋势
。

不过
,

直到明朝灭亡
,

许多沿海卫所仍作为地理单位

遗留到清代
,

甚至它们的某些痕迹一直沿袭到现在
,

如山东省的靖海卫
、

鳌山卫
、

灵

山卫
、

安东卫
、

寻山所
、

宁津所
、

海阳所
,

石臼所
,

上海市的金山卫等
,

都是明朝的卫

正德五年 云南志》卷一三
,

《金齿军民指挥使司》
、

《腾冲军民指挥使司》 王析 《续文献通

考》卷二三一
,

《舆地考
·

云南》 潘光祖 《汇辑舆图备考全书》卷一六
,

云南
。

明清制度
,

县州为亲民官
。

明廷在贵州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设府
,

用意是知府为四品官
,

较之七品知县更易体现朝廷威望
。

见《明太宗实录》卷二六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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