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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朝向朝鲜索要贡马的背景

1.1马匹的重要性

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马在战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马匹不

仅可负重运送物质，传递情报承担重要的运输工作，在敌我厮

杀之际可冲锋陷阵，在抵御游牧民族侵扰中原之际更是不遗余

力。正如《清史稿》中所言，“国之大政在戎，戎之大政在

马。其追逐驰骤，马力居先”。由此可见马匹对于国家的重要

性。朱元璋尚在逐鹿中原之际就充分认识到战马的重要性，他

曾对部下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

君之当者，必数马以对……其下太仆及诸牧监各令修职，毋怠

所事。”所以，明朝初建国，朱元璋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马政

机构，发展明朝马匹事业。史载明太祖定都金陵不久，就在京

师设立了典牧所。“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吴元年，凡兵马所

在，屯聚放牧，在京师有典牧所。”可是明朝初建北元余孽尚

存，且经常南下侵犯边疆地区，多次交战的结果就是明朝战马

损失惨重，短时间内很难通过养殖的方式得以充实，因此明太

祖时期就已经开始向高丽索要贡马。

明成祖朱棣早在任燕王时期，曾在北平驻守边关多年，多次

和蒙古部落的交战中深刻认识到战马的重要性。他即位后就反复

强调，马政乃一个国家重要之事务，在古代掌管兵政事务的谓之

司马，而马匹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富强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马

匹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國之所重者兵也，兵之所重者

馬也，故周制掌兵之官，不曰司兵，而曰司馬，馬之於國，其用

重矣。”明朝建国后，尽管地域广大，但漫长的边境线也带来一定

隐患，北方游牧民族时常侵扰中原，尤其是明初，残元势力及女

真部落实力不容小窥，给明朝边防造成很大压力，多年征战原本

就使得战马奇缺，加之短时间内的养育有限，使得每经历一场战

争，马匹对明朝来说就越发珍贵。为缓解此种情况，明成祖朱棣

即位即下大力气总结以往马政事务经验教训，采取多种方法发展

战马，其中包括官牧、民牧、茶盐易马法和马市等，以满足明朝

边防所需，有些是短期内难见成效，有些则因“法久弊丛”而不

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因此明成祖也开始把对马匹的需求转向藩

属国，尤其是素有贡马传统的朝鲜王朝。

1.2明朝亟需向朝鲜索要贡马

早在永乐元年4月8日，明成祖派使臣出访朝鲜赐予诰命书

一道、金印一颗、金印池一颗。一方面承认朝鲜王朝的合法地位

浅析永乐年间明朝向朝鲜索求贡马情况
——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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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李氏朝鲜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嘉奖朝鲜一直以来对明朝

的恭顺有礼，尤其明成祖初即位即派遣使臣，奉表贡礼，做的非

常周到。即便明朝使臣傲慢无礼，朝鲜太宗仍然态度谦卑，礼仪

周全，试图缓和明使臣的态度并能帮忙禀奏明廷，表明“事大”心

意。事实上明朝最早在高丽恭愍王时期就开始向其索求贡马了，

后在禑王时期开始了易换，甚至在建文帝时期的“靖难之役”中，

朝鲜就易换1万匹马进贡明朝，尽管最后建文帝战败丢王位，但

是朝鲜和明朝的易换马并未停止，反而是非常活跃的时期。整个

永乐年间，朝明的易换马匹数量达35871匹和次数64次之多，在

史料中的记载所占比例也很大，整个永乐年间的记载共1704条，

贡马相关的就占据近150条，易换马的押送64次，可见易换马对

双方的重要性。

永乐初期，国内政局未稳，对北方游牧民族尤其蒙古部落主

要采取招抚政策，赐官献贡来稳定北方局势。当蒙古部落实力单

薄之时，该政策被双方接纳且发挥良好作用，当蒙古部落实力强

大起来后，已经不再满足于向明朝献贡，开始频繁侵扰中原地区，

尽管明朝一再退让并未换得边境安宁和蒙古的退却，反而在永乐

7年，蒙古鞑靼部落把明使臣杀害，明成祖大怒出兵讨伐蒙古。明

朝初期派大奖沂国公丘勝率兵20 万北征攻打鞑靼部落，大败被

虏，明成祖意欲亲征。“奏聞使吳眞密報朝廷聲息曰："韃靼皇帝

將重兵屯關中口子外，摠兵官沂國公武城侯禦之敗績，全師被擄。

皇帝徵兵諸路，將以明年二月北征。”而古代战争中，战马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中原王朝和蒙古骑兵的多次较量中，多少会因战马

的不足而受到影响，正如古人所说“盖胡之胜在马，中国非多马

亦不能搏胡”，明成祖朱棣对此认识颇深，所以，在他五次亲征漠

北之前，都向朝鲜王朝索要不同数量的贡马，以满足战争所需。

朱棣先后进行五次北征分别是：永乐八年（1410年2月初六）

北征鞑靼；永乐十二年（1414年）北征瓦剌；永乐二十年（1422

年4月21日）北征达达；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7月24日）北征

达达；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4月初四）北征鞑靼。直至第五次

北征去世，二十多年时间里，多次派遣使臣去朝鲜索要贡马并严

格检验马匹数量和质量，最早开始于永乐元年。

2　永乐年间朝明易换贡马的具体情况

2.1明朝索要贡马情况

整个永乐年间朝鲜王朝实录记载的索要大规模易换马匹主要

有4次，分别索要的马匹是3000匹，三次1万匹。中间还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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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献马如，每三年进献种马50 匹，各种例行祝贺时候的进献

马匹几匹到几十匹数量不等，暂时不再本文研究之列。

具体情况如下：永乐元年4月24 日，朝鲜使臣向明朝政府

传达朝鲜意思，皇恩浩荡，易换马之事，虽然没有能够立刻办

理好，但是7-8月时候，一定如数贡送。此次的马匹数量是2548

匹。当年 6 月 3 日，朝鲜派遣使臣“兵曹典書偰眉壽，押易

換馬如京師，二千五百四十八匹也。”太宗实录第 6 卷太宗三

年10月20日，详细记载了朝明早在洪武三十四年六月时候易换

的一万匹马的情况，而且详细记载了易换马价。太宗七年8 月

29日，明朝派使臣偰眉壽前往朝鲜索要马匹3000匹“又帝御西

角門，命眉壽曰：‘爾國産馬之地，歸報爾王，良馬三千匹，

汝可將來。朕以戶部布絹送于遼東，當酬其直。’帝又曰：

‘爾見平安南詔否? ’眉壽對曰：‘臣離京數日，遇使臣於途，

然其纖悉，陪臣何知? ’帝曰：‘喏’。爲爾詳告之。”太

宗九年10月22日，明朝派使臣黄俨去朝鲜索要贡马一万匹，分

批押运到明朝。“上謂儼曰：" 帝恩旣重，敢獻馬一萬匹。"

儼曰：" 元帝子孫，竄居藜渠河，傳世八葉。今不來附，帝

欲以來春平定，期以二月初六日動大軍。所進馬匹，宜分運及

期。" 上請於開州站交割，儼曰：" 遼東軍少，不可。”后

又多次派使臣前往朝鲜督促献马事宜。世宗三年9 月21 日，明

朝派使臣海寿到朝鲜索要马匹一万匹，以资国用。“今遣少監

海壽，齎勑往諭爾子。選取馬一萬匹進來，以資國用，當酬

以直。”世宗五年 8 月 1 日，朝鲜使臣金彦容等三人从京师返

回朝鲜，奏明朝鲜世宗，明朝皇帝将亲征鞑靼，索求马匹一万

匹。“通事金彦容等三人，回自京師啓云：" 使臣之來，爲世

子封崇事，且求馬一萬匹，將以征達達也。

2.2永乐年间朝明易换贡马的规模与经过

从公元1403年6月到1424年3月的二十多年间，明朝战事

频仍，对贡马的需求也日渐增多，因此分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朝

鲜传达催促进献贡马。其中第一次是于1403 年 6 月份朝鲜进献

2548 匹贡马“兵曹典書偰眉壽，押易換馬如京師，二千五百四

十八匹也。”但是因为有28 匹马不符合当时明朝的贡马检验标

准于当年9 月被退还回去，后补齐“壬寅/ 遣典醫少監張有信，

押馬二十八匹赴遼東。以都司嘗退馬二十八匹，故補其數

也”；第二次是于1407 年9 月到1408 年 2 月，因明朝的北征需

求，朝鲜被要求进献3000 匹贡马，朝鲜方面派遣使臣分9 次共

向明朝进献3000 匹贡马“使臣至景福宮，宣勑書曰：勑朝鮮

國王李諱。所取馬三千匹，已陸續送到，今賜王花銀四十箇，

每箇重二十五兩，計一千兩”；第三次是于1409年11月到1410

年 2 月，明朝向朝鲜下达进献贡马1 万匹的命令，朝鲜方面分

19次派遣使臣前往明朝送来9999匹贡马，但是明朝接收到的记

录是一万匹，“遣刑曹參議柳謙如京師。奏本曰：永樂七年十

月二十一日，欽奉勑書節該：" 王處有馬，隨進多少，以資國

用，當酬以直。" 欽此。臣於本國宗親及文武大小官僚幷百姓

有馬之家，儘力措辦，雜色馬一萬匹，分作十九運，差人管

押，送赴遼東都司割了訖”；第四次是于1421 年 10 月到1422

年 1 月，明朝当时和朝鲜商议的是让朝鲜进献1 万匹贡马，但

是《朝鲜王朝实录》中共出现9000 匹马的记录，其中缺失第

8 次的进献记录，但是最后验收阶段，18 次的进献记录后，明

朝又确实收到了1万匹贡马“遣戶曹參議許晐如京師進馬籍，奏

告易換馬一萬匹，已畢解送。”第五次是于1423 年 8 月到1424

年 3 月，明朝和朝鲜商议的仍然是 1 万匹贡马，“永樂二十一

年八月十八日，欽差(小)[少]監海壽齎捧勑諭到國："該選取馬

一萬匹來進，以資國用。" 欽此。臣諱劃卽儘力，措辦到堪中

雜色馬一萬匹，分作十一運，差官解送遼東都司了。”记录中

共出现10324匹贡马的进献记录，但是最后交接记录中17次的进

献记录后，朝鲜方面奏明明朝廷已经完成1 万匹马的押运，“臣

於本國宗親及文武大小臣僚竝軍民有馬之家，儘力措辦，雜色

馬一萬匹，分作十七運，差官管押送付遼東都司交割了訖”。

从几十次的进献贡马记录中可以分析出来，前期贡马的押送过程

中，每次基本上都是500 匹左右的数量，到后期有些时候的押

送数量到达上千匹，但是从贡马的验收情况来看，前期的贡马

质量明显比后期的贡马质量要高，因为前期进献的贡马被退回来

的数量比较有限，每批次也就几十匹，“翌日，更選二運退馬

六十匹而取之，存義所押六百匹，只退十五匹;偰耐所押馬五百

匹，退十九匹。”但是后期的进献贡马中，每一批次被退回来

的数量都接近一少半的数量，如1424 年10 月 14 日的记录“後

爲緣路遙草枯，致生諸病，本年十月初三日初運押馬官陪臣金

乙玄回還，蒙退回馬一百五十八匹；本月初十日二運押馬官陪

臣林密回還，蒙退回馬二百九十匹；本月十三日三運押馬官契

耐回還，蒙退回馬二百七十八匹，計三運退馬共七百二十六

匹。可见贡马的质量有些许变化。

3　总结

对永乐年间朝鲜和明朝的易换贡马问题的探讨，以往的研究

还比较少，相关学者主要对明朝的马政、茶马贸易、明朝于少

数民族的贡马问题、朝鲜王朝的马政研究比较多，也有学者专

门对明朝与高丽时期的贡马问题进行了简单研究，但是专门研究

易换贡马的比较少，因此，本文选取朝鲜方面《朝鲜王朝实

录》中的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永乐年间朝明双方易换贡马问

题的研究，梳理总结双方在易换贡马交涉中所持基本立场和观

点，以及这种交涉对双方的交往影响，从而从另一个视角对双

方外交往来以至对外关系的演变进行分析和阐述，以期关照当前

的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关系。也为今后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理

论积淀和价值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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