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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宋元以来，中央王朝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经营，

湘西地区的社会格局、制度、文化传统都发生了深刻变

革。随着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在“大一统”的王朝统

治下，明代在湘西设置卫所、土司，清代实行改土归流，

将该区域纳入中央经制州县的管辖中。本文拟在展示湘

西地区经历代开发经营后，所表现出的经济活力，并关

注该区域间城镇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以明初湘西的卫所

为切入点，拟研究明清时期该区域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是基于如下三点缘由。

首先，湘西即指现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而

地理位置上的湘西概念是包括了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全部区域，以及邵阳的部分县市

区，大致涵盖了整个湖南西部。湘西地区承接云贵高原

与武陵山脉，东临洞庭湖平原，境内有沅水、澧水两大

流域汇集，分别与贵州、湖北、广西、重庆等省市交界，

自古便是沟通中原与西南的重要交通要道，有“荆楚咽

喉”之称。但由于湘西位于山脉重叠与延绵之处，自始

便属中央王朝管理的边缘地带，不仅经济落后，且因与

中央王朝的矛盾，多次爆发大规模起义。从东汉至明，

有大小 30 多次的冲突起义。宋元在湘西实施羁縻性质的

管控，明清则注重对该区的军事管控，明在此大兴卫所

制，屯兵、屯粮、屯田以震慑土司及民族起义。清则通

过“改土归流”，将湘西片区纳入中央经制州县的管理

中。考察明清时期湘西地区的军事开发，及社会经济结

构的变革，是研究湘西经济与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不可忽

视的环节。因卫所而兴起的军事性质城镇，同时带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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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多样性城镇的发展，既推进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也是

加深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认识。因而，具有重大

的经济意义与民族意义。

一、明清卫所

卫所制度是明代的重要军政制度，全国范围内广设

卫所以便对各区域更好的管控。因此，研究卫所制度之

始多以其军事性质为出发点。较早的《明代之军兵》是

吴晗对明代卫所制度军制、军户、军屯等情况进行研究

的成果。同时结合明代的政治、经济背景，探究明末

卫军废弛，卫所变革的成因。解毓才在《明代卫所制度

兴衰考》的著作中，首次较为系统的研讨了卫所的地域

类型、军户体系、军饷来源、卫所兴衰等相关问题。并

提出卫所制度的首创不是明朝，元代禁卫军制才是卫所

制度的源起。于志嘉所著的《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则提

出明卫所军户来源的垛集法也是承袭元代。并对卫所军

屯即卫所制的经济基础进行研究。王毓铨的《明代的军

屯》，则主要针对卫所军屯的起源、兴建、组织、经营管

理、赋税征收等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对卫军屯种、军需

军余及军屯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有详细考察。在文中

所涉及并分析的问题成为后继学者研究军屯系列问题的范

例。唐景绅著《明初军屯的发展及其制度的演变》、衣保

中著《关于明代军屯制度破坏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杜涛

著《试论明初的军屯》等大都从不同角度分析明代卫所中

军屯的意义，并对制度兴衰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清初保留沿用明代的卫所制，后陆续裁撤。顾城在

《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中对卫所由明到清演变的过

程进行了分析，提出明代兼具军民性质的卫所到清已逐

渐成为单一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清代卫所制度的沿革

加速了内部“民化”，辖地“行政化”的进程。最后以并

入州县或裁撤设县的方式完成。郭松义的《清朝政府对

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则将侧重点放在军屯

上，以军屯的演变分析卫所变革的成因。于志嘉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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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则是以

江西卫所的演变为例探究，分析得出江西卫所有所保留

是与漕运功能密切相关。但这是以江西作为特例说明。

此后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清代卫所演变做出分析，

基本没跳出前辈学者研究的框架。顾城在《卫所制度在

清代的变革》提出清雍正年间基本完成了卫所并入州县

或裁撤，这种在全部范围内实施的地方管理体制变革引

发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但未受重视。卫所在地方上是基

本行政单位兼军事性质，经过明代的发展，与周边州县

的关系较为复杂，迫使卫所制度演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

的，本文则从经济发展视角出发，研究湘西卫所裁撤与

城镇经济发展二者间关系。

二、湘西北地区社会变迁研究

湘西位于湖南北部，章睿在《湖南沅水流域传统集

镇空间结构研究》中则将视角对准沅水流域集镇的形成

及空间构建。二者都以沅水流域为依托，研究城镇的形

态结构。刘莉的《改土归流后的湘西经济与民族关系》、

谭必友的《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则从

史学的角度对于城镇的兴起发展重点探究，并分析湘西

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意义。孔觅在《清代浦市城镇商业

研究》中以浦市为例分析湘西清代城镇兴衰的历史渊源。

曹端波的《清代湘西商业市镇的发展及其原因》以清代

湘西市镇为基础，对湘西市镇的类别、成因、意义进行

考察。石邦彦在《清代湘西苗区的商业市场》中提出湘

西商业市场发展的高峰是在“改土归流”后，民族融合

为商品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促进汉、苗、土等民族的

商贸发展。湖南大学出版相关书籍，主要针对于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古村镇及其建筑研究。这些研究对于

本文的研究有重要启发。众多研究大多都是从一个方面

进行研究的，有的从地理经济角度，有的从军事发展角

度，也有从民族融合的视角出发，因此，从多方面的研

究湘西古城镇在明清时期兴起而又衰落具有一定的意义。

随着湘西地区政治社会逐步稳定，卫所城镇不断扩

大，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卫所的军民在务农同时也参

与商业贸易，卫所城镇不仅仅只具备军事的性质，而是

集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的复合体。明代卫所

的设置及“卫所同城”的出现，大都是在政治因素的引

导下而成。良好的交通区位可以为城镇发展开辟出巨大

的潜力。湘西城镇拥有自己的经济腹地，但相对狭小，

所以交通区位在城镇发展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明代

从湘西入黔滇是政府控制云贵地区的政治生命线。湘西

不仅崇山叠嶂，蛮夷杂处，还经常发生暴乱反抗中央。

军事意义匪浅，而商人也因沅水流域畅通无阻，又能直

达西南，各地商货汇聚沿河而出入云贵。原本具有军事

意义的交通要道，逐渐显示出了强有力的经济效益。明

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为道路沿线的城镇带来了更好

的发展际遇。辰州、靖州、沅陵等“同城卫所”城镇本

就具备先天的地理、人口优势，随着商品贸易往来及经

济发展，城镇规模不断扩大。而在交通道路上的卫所城

池也受到了周边城镇发展的影响，逐渐演变为集经济、

政治、军事等多种职能统一的卫所城镇。如乾州厅在明

是镇溪千户所，明洪武年间修筑城址，是明廷防御苗患

线上的重要军事指挥中心，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是

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传统的物资集散重地。城内外

商贸繁荣，邸店、酒馆、商铺鳞次栉比，百货琳琅满目。

城内错落相交的十字商业街道展现着卫城的繁荣。至清改

土归流，设置州县，撤镇溪千户所设乾州厅，不仅因卫城

经济的逐渐壮大，卫所制度的军事意义也不再重要。

三、结束语

湘西地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位于中央政府管

辖的边缘地带，唐、宋、元各朝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

为湘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开辟了生机。优良的地理区

位也促使了城镇的形成。明代卫所制度的创设无疑不给

湘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明代在湘西广设

卫所，大量军事移民和民间移民在此定居，奖励垦荒、

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改进生产技术，劝课农桑，

棉麻纺织，茶叶生产等在此时都取得了骄人成就。湘西

地区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经济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所以，初因卫所设置而修筑的城池，及其辐射范围都在

不断扩展而卫所制度在明末清初却面临着卫军逃亡，战

斗力下降，军事职能削弱等种种困境，显然，卫所制度

已不适应此时的政治经济发展，对于城镇的持续发展意

义也显得颇为鸡肋。可见卫所制度在明初对于湘西城镇

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巨大促进意义，而随着城镇的繁荣兴

盛，亦加速卫所制度的变革或解体。清代裁撤卫所设置

新城，或在原址置县，不仅是政治职能的体现，也是经

济发展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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