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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卫所军户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地对明代卫所军户的研究成果。
书稿几乎涵盖了明代卫所军户的所有重要问题，包括：卫所军户的来源、卫所军户的组织管理、卫所
军士的粮饷、卫所军户的职业选择、卫所军户的后勤保障以及在明代社会变革下的卫所军户的状况，
等等。
在这些专题研究中，有的是对前人虽有涉及但语焉不详或描述不够准确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和补正，如
深入说明了军户来源的从征、谪发、垛集与抽籍，澄清了明人认为民兵万户府是明代签发民壮起点的
误解，对一般认可的明代军户地位低下的说法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有的是对前人没有说清、人言言殊
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明代军饷的组成结构，文章以统计资料为依据，指出民运税粮始终是
明代军饷的主体，纠正了长期以来对一些史料的误读；有的则是对于前人研究空白的填补，如卫所军
户的司法管理、卫所军户自由时间的获取、卫所军户的自耕农化及不同职业的选择、武举与晚明军民
户之间的互动，等等。
总之，《明代卫所军户研究》把对明代军户研究向前推进了，使人们得以对明代军户有了大致完整和
较为准确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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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金奎，男，1973年生，北京市顺义人。
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研
究方向为明代军事史、社会史。
主要作品有《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合著）、《宏观中国史·盛世卷》（合著），另在《中
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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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第一节 世袭军户制度的源流一、魏晋军户二、金代军户三、元代军户第二节 明代卫所军户研
究回顾第一章 卫所军户概述第一节 明代军户的来源一、从征二、归附三、谪发四、垛集与抽籍五、
招募及其他第二节 明初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一、明初卫所军户的来源二、明初政策的摇摆对卫所军户
形成的影响第三节 对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论的几点质疑第二章 卫所军士的饷粮第一节 明代军饷的组成
结构第二节 明初的月粮第三节 明中叶月粮制度的变革一、军仓管理权的转移二、民运改折与军粮籴
买制的推行三、本色减支与月粮的货币化趋势四、明中后期饷制的新交化第三章 卫所军户的组织管理
第一节 经历司：先天不足的军户管理机构第二节 卫所军户的户籍管理一、卫所军户户籍文册的编造
二、卫所军户的寄籍三、卫所军户的改籍和分户第三节 卫所军户的司法管理一、卫所司法体系的建立
二、卫所独立司法权的丧失第四节 卫所差役佥拨办法的演变第四章 卫所军户的职业选择第一节 军户
自由时间的获取第二节 从军：久居行伍的惯性选择第三节 务农：屯田军户的自耕农化一、明初军屯
的展开和重科则形成的原因二、屯地的私有化三、屯田、民田科则统一的实现与屯军兵役义务的解除
四、行政官员对卫所管理的介入第四节 入学：回归主流社会的“捷径”一、卫学的开设二、卫学的师
资 三、卫学的经费 第五节 经商及其他第六节 族谱中的卫所军户——两个官军户家族个案第五章 卫所
军户的后勤保障第一节 军装：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的联系纽带⋯⋯第六章 卫所军户与社会变革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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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反，如果家属团聚可以减少军饷支出的话，户部会坚决支持。
宣德四年，大同总兵官郑亨上言：“大同备御神铳手原系蔚州等卫军，原卫已支月粮，大同又月支行
粮，请令各军家属俱诣大同完聚。
”宣宗命户、兵部会议。
此前刚刚带头反对户部削减军士月粮建议的兵部尚书张本这次倒是很痛快，明确表示“两处支粮，则
官府费多。
蔚州等卫皆近大同，移徙亦不甚难”①，同意迁移蔚州等卫军士家属赴大同完聚。
张本这次没有反对，是因为建议由军方将领提出，且的确有实施的必要和条件，不过其中也不排除有
与户部缓和紧张关系的目的。
　　用实物缴纳赋税对明朝政府的仓储能力要求很高。
为缓解仓储压力，户部经常把一些贮藏时间过长，实用价值降低的物品作为折俸发放给百官，而且折
算值经常与市值不符。
这一节支方法也被用到军士身上。
如宣德七年，户部员外郎罗通建议：“宣府前卫库有青红绿布四万一千五百匹，保安等卫仓有折粮布
九万六千九百余匹，年久不用，颜色黪暗，渐将陈腐，宜准作军士家属月粮，可折粮五万余石。
”②八年，把四川筠连茶课司洪武至永乐间所征，已经不能用于茶马贸易的茶课三百余万斤作为户口
食盐发放给附近军卫有司③，等等。
　　不过，以上措施对减少军饷支出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洪武九年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军士月饷势在必
行。
　　宣德八年，广西按察司佥事王恺上言：“天下卫所军士月粮，洪武间总旗月支米一石五斗，小旗
一石二斗，军一石④；永乐九年六月内奉勘合月支米七分、钞三分；宣德八年五月内奉勘合，各卫所
军有家属者月支粮六斗，无者月支四斗五升。
”⑤可见，永乐九年（1411），明廷已经着手调整军士月饷的标准。
虽然仍是七三开，但明确了折支部分支给宝钞。
由于宝钞此时已经严重贬值，军士的月饷等于被间接降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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