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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中原移民与文化传播】

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与文化传播

彭 勇

摘 要: 明代的卫所制度是重要的军政管理制度，遍及全国各地的卫所，管辖着从各地抽调而来的军户和面积不菲

的田地，从而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军卫移民群体。军卫移民以家庭为单位，他们自明初移居之后，近三百年间绝大部

分都没有回到原迁出地。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在与迁居地军民共处的文化交流中，表现出以下特点: 武官是卫所

移民社会中文化建设和文化传僠的主导者，而军卫群体则是文化传播重要的参与者和引导者。
关键词: 卫所制度; 武职选簿; 中原移民; 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0751( 2014) 07 － 0010 － 08

明代的移民、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都有较为丰

富的研究成果。①明代军事移民史的研究学者多有

涉及，但基于明代军卫移民研究的成果还相当有限。
尤其是考虑到明代卫所制度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

组织，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独立于府州县之外的、拥
有相对独立管理权的地理单位。建立在军卫基础之

上的移民活动，具有人数多、时间长、地域广等特点，

需要专文系统探讨。②本文拟以明代河南的军卫移

民为个案，主要利用明代武职选簿这一原始档案材

料，参以地方志、官修正史等史料，分析明代军卫移

民及其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明代的“河南”，按照当时的组织管理，包括两

方面: 一是河南布政司所辖府州县的行政系统，二是

河南都指挥使司所辖的卫所军政系统，二者共同构

成“河南自然境”③。本文所指的河南，是基于明代

河南自然境和今天河南行政区划的双重标准。

一、河南军卫移民群体的形成

明代的卫所制度是建立在世袭制基础之上的，

即武官、旗军的身份是世袭的，一旦入卫籍，即很难

再脱籍。明代军户的来源，一般包括从征( 随朱元

璋等诸将起兵) 、归附( 敌对群雄的降从) 、谪发( 因

罪充军) 和垛集( 从民户中佥发) 等四类，前三类指

向比较清楚，“垛集”的情况稍显复杂，有垛集、抽

充、佥充、报效等形式，是从民户或军余中选充正军。
武官袭替、旗军代役，以“嫡长子( 男) ”为基本原则，

一旦在任武官故绝老疾，由本家族内的男性承袭，在

役旗军同样需要选替充役人员。所以，中央又规定:

“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其册单编造皆有恒式。
初定户口、收军、勾清三册。”④一人为正军在卫所服

役，其家庭则有叔伯兄弟、甚至邻里等“舍余”或“贴

户”为后盾，以补充卫所内官、军的额定人数。对明

代军户世袭的研究，于志嘉、梁志胜、张金奎等，已进

行了专深的研究，兹不赘述。⑤

明代的军户细分为官、旗、军三类。武官系统，

五军都督府下都司卫所官计有: 左右都督、都督同

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
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正千户、副千户、百户

( 实授百户、试百户) 、卫( 所) 镇抚等，在实际运作

时，又有“署职”，即低一级武官署稍高的职级，如

“正千户署指挥佥事”等，又使武官的等级更加细

化，这 也 给 武 官 提 供 了 更 加 漫 长 的 进 阶 之 路。
“旗”，虽然仅分为总旗、小旗两种，但却是由“军”的

身份向“官”的身份转变的必由之路，普通军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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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功之后，通过进京考核，升为小旗，再经过立功或

因年深获得总旗身份，后辈代役时，可承袭旗职，但

只有从总旗升至试百户之后，才算具有武官的身份。
本节拟重点利用明代武职选簿中的河南籍武官

的袭替材料⑥，对军卫移民中的武官群体进行分析，

以期揭示中原军卫移民群体形成的诸多层面，即居

于社会中上层的武官群体，在当时世袭制的大背景

下，由于明中央给他们提供了颇为优渥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保障条件，使得这一移民群体，不仅可以在异

域他乡落地生根、生息繁衍，还能在当地的社会影响

和文化传播中，居于优势和主导地位。
史料一: 第 56 册，第 404 页宁夏前卫指挥同知

“李堂”条下。
一辈李福，元末系刘太保下军，甲辰年

( 1364) 归附从军。洪武四年充小旗，老疾。二
辈斌代役，并充总旗。郑坝村升百户。济南升
副千户。西水寨升正千户。归附克金川门。升
今卫指挥同知。
史料二: 第 73 册，第 2 页南京锦衣卫指挥使“李

继后”条下。
( 一辈) 李岳，洪武三年从军，二十二年升

小旗，至二十四年选充总旗。升本所勇士百户，
(后再) 升中左所正千户。三十三年大同升指
挥佥事，再升本卫指挥同知。三十四年西水寨
升本卫指挥使。( 后节次征讨有功) 永乐二年，
升河南都司都指挥佥事。六年升都指挥同知。
八年，故。( 二辈) 李谦，九年袭授世袭指挥使。
宣德五年升都指挥佥事，署左都督府都督佥事。
正统五年，故。( 三辈) 震袭父原职指挥使。正
统九年，迤北进至富峪等有功回还。本年升都
指挥佥事。
史料三: 第 57 册，第 252 页四川都司下的成都

左护卫右所试百户“赵雄”条下。
一辈赵全，吴元年( 1367 ) 归附，洪武十三

年调成都护卫。十九年并充小旗，二十七年升
调左护卫右所总旗。故，( 二辈) 赵惠并补老
疾，( 三辈) 赵子进并代。成化九年，松藩别望
等族斩首。十三年，升试百户。故，( 三辈) 赵
本，系长男，十七年袭试百户。弘治五年遇例实
授成都左护卫右所百户。
史料一和史料二中的李氏分系确山和南阳人，

在元末明初，均以军人身份从军，一步步升为世袭武

官。当然，更多的河南武官则像“史料三”中祥符的

赵氏家族，二百年间也仅仅是世袭“试百户”这样的

最低级武官，但这已足以让他们的家族世代享受祖

先留下的“功业”。明初一大批河南军卫家庭大都

经历了类似的晋升之路。
明代的武官制度具有鲜明的移民特色，能对移

入地的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就在于武职袭替制度

的运行。虽然明初武官在不同的地域( 卫所) 间频

繁调动，不一定能构成移民的性质，但宣德之后，军

卫家庭的移居地就固定下来了，军户移民就此形成。
明代武官袭替的基本原则，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即有

明确的规定:

凡大小武官亡没，悉令嫡长子孙袭职。有
故则次嫡承袭，无次嫡则庶长子孙，无庶长子孙
则弟侄应继者袭其职，如无应继弟侄而有妻女
家属者，则以本官之俸月给之。其应袭职者，必
袭以骑射之艺。如年幼则优以半俸，殁于王事
者给全俸，俟长袭职。著为令。⑦

这一法则，在洪武五年又加以重申，并载入后来

编成的《诸司职掌》《大明律》等国家法律之中，遂成

明代二百余年不变的袭替法则。⑧据此规定，武职袭

( 亡故) 、替( 老疾) 的顺序依次为: 嫡长男———嫡长

孙———嫡次男———庶长男———庶长孙———亲弟———
堂侄———( 女婿) 。这一作法，意在保证卫所武官群

体的稳定，也是保证整个家族生活的稳定。
现存的明代武职选簿，是记载武职袭职的官方

档案。每一份卫所武官的世袭选簿，都清楚地记录

袭替人与原武官之间的血缘关系，对承袭顺序的变

更缘由，选簿一定会清晰交待。仍以河南籍武官的

选簿为例予以说明。
史料四: 第 60 册，第 6 页贵州都司平越卫指挥

使“张衍宗”条下，张氏系河南长葛人。
( 三辈) 张麟，年七岁，系( 二辈) 张振嫡长

男……七年迤北征进，与胡杀对敌伤，故。麟于
永乐九年，敕于全俸优给……十八年三月，钦准
袭授本卫世袭指挥佥事。( 四辈) 张能，年九
岁，系张麟嫡长男。父宣德六年十二月调平越
卫，病故。能年幼，于正统六年四月钦与全俸优
给出幼。十三年九月，钦准袭授平越世袭指挥
佥事。( 五辈) 张文。旧选簿查有: 成化十六年
四月，张文，长葛县人，平越卫指挥使张能庶长
男。( 七辈) 张大儒，年二十岁，系平越卫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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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六辈) 张辅嫡次男，嘉靖七年八月钦准替
职。
一辈张聚的后世子孙在世袭之时，分别有以嫡

长男、嫡次男、庶长男等三种身份，显然，身份是他们

世袭资格的标准，这样的标注是相当重要的。嫡长

孙是仅次于嫡长男而世袭的，在武职选簿中出现较

多。堂伯、堂侄的血缘关系，虽然显得疏远了一些，

但这样的世袭事例在武选簿中仍然是较为常见的。
史料五: 第 63 册，第 412 页湖广都司清浪卫左

所试百户“胡忠”条下载有:

胡安，固始县人，有父胡得，前元义兵头目，
甲辰年 ( 1364 ) 归附，拨金刚台。丙午 ( 1366 )
年，淮河截杀。吴元年( 1367) 除大安卫分司千
户所镇抚。洪武五年调守延安。七年，调西安
左所，老。安，于十八年替。洪武二十二年，调
除清浪卫左所百户。胡添祥，系胡安堂侄，倒病
故，堂兄胡源袭。故，无儿男，添祥于宣德六年
袭。胡勇，系胡添祥嫡长孙，祖故，父胡隆袭，
故，勇于成化十二年袭。
为了保证世袭的正常进行，制度的设计与变通

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里，世袭已打乱了正常的辈

分和年龄，究其原因，既有正常承袭人的“倒病故”
原因，也有“故，无儿男”的因素。但胡氏家族从元

末明初的归附后，以武功升职，到随后的南征北征，

调戍各地，终以武官最低的“试百户”身份，世代袭

替至崇祯年间而未中止。我们知道，按明朝的规定，

军户在卫所服役，男丁必须结婚成家，并可能至少有

另外一个家庭作为“贴户”，为服役的正军提供必要

的物资装备，换言之，每一位官、旗的背后至少是一

个家庭或家族的存在。
不仅卫所武官家族内世袭时的年龄、辈分可以

灵活变通，即便对犯了重罪的武官，明廷也不会轻易

剥夺其后世子孙的世袭资格，其原因在于，每一位武

官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而且可能是一个庞大的家

族。只有世袭的稳定，才能保证整个家族整体利益

的相对稳定。对犯罪武官后世子孙的世袭，明中央

同样有详细的规定，“罚弗及嗣”是基本的原则，即

武官一人有罪，不累及子孙的世袭。⑨在现存选簿中

可以找到相关的案例。
史料六: 第 56 册，第 410 页宁夏前卫指挥佥事

“王范”条，王氏系河南信阳人。王氏在明初入军

籍，先祖资料不详。七辈王范在正德十四年十月，因

“把该守备不严，于嘉靖十四年五月，编发大同右卫

左所边远充军”。王范的充军系“终身军”，即他一

人充军而止。“隆庆元年故，本舍照例准复袭祖职

指挥佥事”。所以，八辈王耿于隆庆四年六月袭职，

万历二十二年八月，九辈王有政以嫡长男的身份，比

中三等替职。天启五年正月，十辈王朝纳以嫡长男

身份比中三等，袭宁夏前卫指挥佥事。从中不难发

现，武官一人充军并不影响后世子孙的世袭，而且，

他本人到充军地，整个家庭仍然留在原所属卫所，并

不因此改变卫籍所属地，自然不会沦为新的移民。
王耿从宁夏前卫充军到大同右卫后，又生活长达 30
余年。他死后，子孙的世袭完全不受影响。另外，他

的子孙世袭年龄分别是 32 岁和 29 岁，均系成年人，

说明其家族在当地拥有稳定的生活，袭替也只是其

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实际世袭运作时，即便是永远充军者，也有获

得世袭机会的可能，如:

史料七: 第 64 册，第 297 页福建都司福州右卫

下指挥佥事“周澄”条下，周氏系河南西华人。一辈

周文于永乐十五年三月时，任福州右卫流官指挥佥

事。四辈周澄，正德六年十二月，袭故指挥佥事。但

嘉靖十九年时，他因“收欺十九年、二十年分屯钱”
之事，“问拟永远充军，本犯子孙革袭”。然而，到万

历二十六年二月时，周澄的四十七岁堂弟周仕澧，请

求按“三辈未袭例”世袭，据巡按官查验批复:“违碍

印验，姑准照例降一级，与袭正千户。”事情后来的

发展有些出乎意料，到六辈周长泰，即天启四年八月

世袭时，却查实周澄是被人诬陷的，“因征收屯粮，

被刁林珊妄捏侵欠”，最后被判定“仍准复袭祖职指

挥佥事”。虽然明律规定了永远充军的子孙不得世

袭。但他的堂兄竟然找到了法律依据，在职降一级

之后仍可世袭。这表明明朝对于武官家族利益的保

护是尽其所能的，至于他后来的昭雪则另当别论。
笔者对 20 多卫所武职选簿的阅读分析，可以获

得大体的结论: 原籍河南的世袭武官，都指挥以上高

级武官的人数，低于中都留守司、南直隶和山后地区

( 归附的蒙古人) ，与山东、河北相当，多于其他地区

的武官，这大概与朱元璋的从征、归附官军占的比重

比较大，而河南籍武官归附者虽然不少，但多为从军

或低级武官有关。
明代世袭武官的任职，之所以能构成典型的军

卫移民( 并不是简单的军事移民) ，就在于武官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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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不仅世居一地( 文官任职虽有回避制度，须到

外地赴任，但任职地或部门必须要流动的，并不是世

代定居一地) ，而且他们所在的卫所还是独立的“地

理单位”，卫所是由从全国各地选调出来、再汇聚一

地的新型地理单位，卫所是明朝构建的新型移民社

会。在世袭制度的多重保障之下，卫所世袭武官队

伍普遍出现了冗积和冒滥的情况，形成了庞大而停

滞的食利群体，他们的存在，也注定对军卫移民社会

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河南军卫移民的地区分布

中原军卫移民群体包括武官、旗军两大部分，官

和军的地区分布却是难以分开的。笔者曾撰文对商

城县的州县军户对应的卫所军户情况做了专题研

究，分析商城一县军户在全国的分布情况。这批军

户，官、军都有，显然军人占绝大多数，大抵可以揭示

商城籍军人在全国卫所的分布情况。类似的研究还

有于志嘉对《嘉靖固始县志》的统计分析，从中可

知，嘉靖时期的固始、商城的军户对应了全国都司之

下的百余个卫所，足见军卫移民数量之庞大、地域分

布之广泛。⑩

幸运的是，我们在清初的《( 顺治) 固始县志》
里，又找到了该县在明代分布在全国各地卫所担任

世袭武官人员及对应的里甲情况。计有: 都指挥 3
人，王祥和王锴父子( 华严里人) 、吴胜，在燕山卫。
指挥使 3 人，张淳( 朱阜里) 和施明( 期思里) ，俱旗

手卫，胡广( 七贤里) ，燕山左护卫。指挥同知 1 人，

在沔阳卫。指挥佥事 6 人，竹清( 梁安里) 在山西右

护卫、文大受( 蓟州副总兵、后军都督佥事) ，洛均兴

( 东曲里) 、袁计( 川山里) 俱在羽林卫，王山( 巴族

里) 在留守左卫，袁太( 官庄里) 在镇远卫。镇抚 1
人，丘住儿( 青峰里) ，在颖川卫。以下是千户 13 人

和百户 30 人，同样记有他们原在固始县的某里名称

和移居的卫所名称。瑏瑡从该志所记的卫所名称，多为

在京直隶卫所，而就笔者统计的明代武职选簿中的

固始籍武官分布卫所看，显然更加广泛，因此，可以

断定，这份统计是很不全面的，也由此可知固始，乃

至河南其他府州县迁出军户在全国分布之广泛，数

量之巨大。
河南武官群体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尚无专文研

究，虽然目前仍然无法对此准确统计，但可以从有限

的选簿和地方志等资料，对他们的空间分布以及概

貌性特点做一简单勾勒。明代武职选簿已残缺不

全，在简单梳理之后，笔者可以断言: 在全国所有的

都司里，几乎每一个卫都有河南籍武官的存在。现

结合仅存的武职选簿，每都司选择一二卫所，统计河

南籍世袭武官的情况，并加以简单分析。
前引“史料一”中的指挥同知李堂，原籍确山

县，属右军都督府下陕西都司宁夏前卫，该卫的河南

人，还有信阳人王范、汤阴人任极、彰德府人李植、滑
县人徐诰等卫指挥使级别的官员，有左千户所的内

乡人郭邦，右所的洛阳人卢焕、祥符人( 今属开封)

方语、阌乡人( 今属灵宝) 杜诗、武陟人古节、祥符人

李魁、登丰( 封) 人宋钺，中所的固始人游善、西华人

赵邦卿，后所汝阳人王贤等，是河南籍武官人数比较

多的卫。前引“史料二”中的指挥使李继后，南阳县

人，属亲军卫南京锦衣卫。南京锦衣卫的高级武官

中，都指挥佥事王庭是长垣县人，该家庭从明初一直

到明末，世袭延及二百末年不绝。在北京，骁骑右卫

中的实授百户王宾，是永城人，右所百户赵镗是中弁

人，前所副千户王钦是祥符人。“史料三”中的成都

左护卫右所试百户、祥符人赵雄，隶四川都司，该都

司所辖的保宁守御所正千户吴令是河南滑县人。同

在西南的四川行都司也有来自河南的武官，宁番卫

的指挥佥事王泰是祥符人，左所实授百户杨勋是固

始人。“史料四”中的平越卫指挥使、长葛人张衍

宗，属贵州都司。该卫的河南武官有署指挥佥事正

千户、汝宁府确山县人刘应武、实授百户鄢陵人范承

祖、中所副千户滑县人傅朝。贵州都司安南卫指挥

同知汝阳人张鸿、指挥佥事杞县人何悌、前所正千户

遂平县人陈科等等。“史料五”中的清浪卫左所试

百户、固始人胡忠属湖广都司，该卫的河南武官有指

挥佥事汝阳县人赵东、副千户固始人边上将。湖广

都司永定卫的河南武官，计有指挥佥事祥符人朱良

栋、中所署千户事实授百户邓州人欧时用、大庸所署

试百户事总旗嵩县人卜世勋。“史料七”中的福州

右卫下指挥佥事、西华人周澄，属福建都司。该卫的

世袭百户韩瑜是河南河内人( 今沁阳) 。福建行都

司下辖建宁左卫也有几位河南籍武官，他们分别是:

固始人、指挥使冯文，开州人( 今属濮阳) 、指挥佥事

杨洪，尉氏人、右所世袭百户李勋，新蔡人、右所世袭

百户韩照，睢州人、中所世袭百户李应秋，扶沟人、中
所副千户褚铉和洛阳人崔恩。以上史料涉及到 9 个

都司级单位，包括陕西都司、南北二京直隶卫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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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都司和行都司、贵州都司、湖广都司、福建都司和

行都司等。此外，笔者又对部分存世的其他都司卫

所选簿进行了翻检，以证明来自河南的武官在全国

各个都司均有普遍的分布。
山东都司仅流传有青州左卫一卫的选簿，收入

“档案总汇”的第 55 册，该卫仅一名河南固始县人

王居体，任指挥佥事，该家庭的武官世袭一直持续到

天启年间。辽东都司下也仅见三万卫、宁远卫等两

卫的选簿也在第 55 册。确山县人吴朝臣，任三万卫

左所试百户，世袭五辈而止。三万卫在辽东北端，与

蒙古人、女真人活动地区很近，该卫安置了有大批女

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官员，性质较为特殊，其中不少

汉族武官是充军而来的。
广西都司下南丹卫的选簿在第 58 册，指挥佥事

傅悦系睢阳县人，副千户吕鸣珮系滑县人。云南都

司下云南左卫的选簿也在第 58 册，指挥佥事吴岑系

西平县人，右所实授百户吴弼系固始县人，中左所副

千户宋诏系祥符县人，后所副千户彭爵系清丰县人，

后所实授百户艾七十四系固始县人。
中都留守司下皇陵卫的选簿在第 62 册，因地近

中原，这里的河南籍武官数量较多。计有: 指挥同知

李彬系浚县人，指挥佥事赵希尧系浚县人，指挥佥事

张瑫系浚县人，左所实授百户李贵系祥符人，右所副

千户王盘系项城人，中所实授百户赵应聘系舞阳县

人，中所世袭百户沈武系汝州人，中所世袭百户吴椿

系原武人( 今属原阳) ，中所副千户齐登系汝州人，

以及中所实授百户息县人魏都尧、世袭百户淇县人

尹辅，前所官员有浚县人余龙、嵩县人张堂，后所官

员有柘城人张仁等等。
山西行都司下镇虏卫的选簿在第 71 册。指挥

使孙国勋系汝阳人，指挥佥事李宗文系宁陵县人，副

千户崔岩系林县人，左所副千户李铎系西华县人，右

所正千所高志系汝阳人。
浙江都司仅残存有定海卫选簿，剩余部分未见

有河南籍武官。实际上，河南军卫移民于此者众多。
试举一例，浙江严州府设有严州守御千户所，据万历

《续修严州府志》: 杨英，河南人，洪武间除本所镇

抚，后历十辈至万历时的杨承恩，世袭本所百户。又

有王充铭，河南洛阳人，洪武间由小旗升属羽林右卫

总旗，二辈王九儿，钦改名王贵，升本所百户，后历五

辈至王惟任，均世袭百户之职。瑏瑢

广东、江西等二都司的选簿在“档案总汇”中亦

未查见，同样，在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在广东都司，

有都指挥佥事马贵，河南仪封人( 今属兰考) ，嘉靖

七年时任。瑏瑣在江西都司的赣州卫，指挥同知，“周

成，其先陈留人，父义，洪武元年从军，升正千户。成

袭，累功升指挥同知。永乐九年调本卫……孟俊，其

先河南洛阳人……授百户，子浩袭。宣德二年，弼袭

父浩职，调本卫左所，以功升副千户。三传至俊，袭

父福职。正德十四年，以功升指挥同知。历升都指

挥守备。诏，俊子，升南赣坐营，改守备。子学孔袭

正千户”瑏瑤。此外，华北和京畿地区的大宁都司、万

全都司、山西都司等，地近中原，这里有较多从河南

派出的京操、边操军人，有大量来自河南的军卫家

庭，在此不再罗列相关史料。瑏瑥

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遍及明中央直接控制的、
有汉族官军部署的各个都司卫所 ( 不包括羁縻卫

所) ，究其原因，一是河南是朱元璋较早平定的地

区，早期归附、从征或抽垛者，有更多的机会转为世

袭武官，二是河南是除江西以外，仅有的内地卫所，

本地的防御任务并不重，所以官军多被抽调到外地

征戍，并最终转化为军卫移民。就河南人移出的地

区分布特点看，距离比较近的华北、中都地区，河南

籍官军的数量较多，边远地方因为特殊的原因，有集

中分布的可能，其余地区的分布比较零散。
河南的军卫移民形成，还有比较鲜明的时间特

点。明初这批军人调动相对频繁，活动地域主要围

绕全国的武力统一和重点地区的防御两大任务展

开。但在宣德之后，大规模、跨地区的军卫调整基本

结束，最终官军连同他们的家庭被固定在某一地区，

完成了从最初临时性的征战戍守带来的频繁调动，

转向承平之时以耕种与戍守为基本职责的军卫移

民。这样的转变，可以从许多世袭武官前几辈所在

卫所的变化中得以证明。如:

史料八，第 64 册，第 400 页建宁左卫右所世袭

百户“李勋”条下。
李荣，尉氏县人。洪武十六年从军，拨龙虎

卫后所。二十年，征金山等处，调大宁守御。二
十八年，改调营州右护卫中所充马军。三十二
年，随军奉天征讨……三十四年，夹河升本所镇
抚。三十五年，平定京师，钦除水军右卫前所百
户。永乐二年，钦与世袭百户。李忠系李荣亲
侄伯，宣德二年调建宁左卫右所。
李氏即从一名普通的军人开始，参与了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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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地方的战事，频繁调动，直到宣德二年才调到后

来定居的福建行都司。
史料九，第 62 册，第 243—244 页皇陵卫中所副

千户、汝州人“齐登”条下。
高祖齐正，乙巳年( 1365 ) 小旗，吴元年总

旗。洪武元年除羽林卫百户，十年调广武卫后
所。二十四年，老疾。祖齐斌替怀远卫左所百
户。二十五年，升皇陵卫中所副千户。
齐氏家族世代居住于凤阳，副千户之职在其大

家族内部袭替。遇到父死而无子，则有弟袭替，弟弟

多病，则由弟之儿子、即亲侄以借职之例世袭。齐氏

家族的世袭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说明他们世袭队

伍颇为稳定。
河南军卫移民在全国的分布，还受一些特定因

素的影响。比如，集中抽调河南的军人到某一特定

的地区。如洪武二十一年，太祖命“中军都督府发

河南、祥符等十四卫步骑军万五千人，往征云南”瑏瑦，

其中许多军人都留在了云南，成为军卫移民的一部

分。瑏瑧又比如，边地卫所的条件相对恶劣，但那里经

常会有因贬谪充军而来的武官，河南籍武官自然也

在其中，如第 58 册，第 358 页就记载有一支来自河

南夏邑的宋氏家族。
对明代武选簿的原稿本阅读统计是一项艰辛而

繁琐的过程，本文对每一都司下河南籍武官尽可能

列举呈现，带有随机抽检阅读的性质，自然既非全

部，也没有统计河南籍在全国各地武官中所占的比

重，它将是另一项庞大而持续的专项工程。这里的

论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河南籍军卫家庭在全

国的分布情况，还想说明每个武官名字的背后，是来

自中原的一个家庭。因为，通常的情况，军卫家庭的

规模是高出普通州县民户家庭规模的( 明代后期，

因边地军卫逃亡故绝比较普遍，军卫家庭规模可能

低于民户家庭) ，究其原因，是因为国家为了保护军

卫之家有足够的男性递补在卫官、军的空缺，禁止卫

所之家析产分户。

三、军卫移民与文化传播

人口迁移必然伴随文化传播和交流。明代的卫

所军政合一，军卫移民以家庭为单位，通常，每一卫

的卫籍人数多在万人以上。这些人口和他们分得的

大量屯田( 份地) ，即便是“非实土卫所”，其分布地

区也有可能比府州县更广大，而“实土卫所”的面积

通常更加辽阔。瑏瑨明代移民的时间延续更长，绝大部

分家庭自明初移居之后，近三百年间就再也没有回

到原迁出地。卫所军卫与当地的州县军民共处一

地，为军民交流提供了方便。明代的军卫移民，也因

此对文化传播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河南

军卫移民又呈现出中原文化一些自身的特点。
首先，武官是卫所移民社会中文化建设和文化

传僠的主导者。明初每攻占一地，中央先设武官镇

守，待地方粗安后，才将行政权转移给州县官。因

此，在地方建设的初期，卫所武官责任重大。他们主

政一方，修建城池，安抚黎民，发展卫学，稳定社会秩

序，是移民地文化建设和传播的主导者。一些来自

河南的武官，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影响当地的学风、
士风和民风。如明初的夏邑人朱谦，到景泰初论功

时，被封抚宁伯。他的儿子朱永，晋爵为保国公，弘

治间追封宣平王。父子二人长期在明北部边疆征战

戍守，对边疆社会的稳定，有突出贡献。瑏瑩

清初，山西人贾汉复任河南巡抚，主持完成了清

朝第一部省级通志《河南通志》瑐瑠，其中的《人物志》
对河南籍武官在全国各地事迹突出者，有简要介绍。
从中可知，河南籍武官在各地卫所里，为当地的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起到主导作用。现依据

该志的卷次顺序，择其大要者予以介绍分析。
密县人刘光，明初任云南乌撒卫指挥同知，他

“莅事精勤，蛮彝畏服”瑐瑡，“蛮彝畏服”说明了他在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影响力。彰德府的吴旂，曾任

彰德卫指挥使，“万历间，湖南洞蛮作乱，督抚荐旂

往剿，旂恩威并布，蛮皆畏服。训以礼义，取其子弟

之俊者，说以诗书，一方以宁。功升参将”瑐瑢。怀庆

府武陟人李英，在明初英勇征战，平定西南地区叛

乱，受到中央的嘉奖，成为那个时代和当地的榜样:

“( 洪武) 十四年，从傅友德征云南，征楚雄、大理，俱

有功，会乌撒诸蛮叛，英率所部与上官实上等力战，

斩数百人而死，诏赠镇国将军指挥使，子坚尚大名公

主，授附马都尉。”瑐瑣汝宁府两位武官的“文治武功”
被载入史册。一位是西平人徐理，“初从诸将征伐，

以功授营州中屯卫指挥佥事。洪武末从靖内难大小

数十战，皆贾争先，所向克捷。历官都督佥事，事封

武康伯，命守北京”，此人“驭下宽厚，得士卒心”。
另一位是汝阳人梁铭，“以荫补燕山前卫百户，洪武

末，北平被围，铭战斗甚力，屡建奇功。积官后军都

督同知，镇守宁夏，封保定伯”。梁铭“处心坦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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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宽简，而勇敢精悍，能抚恤士卒，时论重之”瑐瑤，可

谓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典范。对河南籍武官的赞

誉之词，并不仅仅是出现在河南本地人修纂的志书

中，在他们移入地区的志书中，同样有类似记载。如

河南通许人师祐任福建行都司都指挥佥事，“有武

略，崇儒重士。永乐间，知府芮麟卜地迁建宁府学，

而将士室庐居半，祐即撤而归之”瑐瑥。又如河南人司

铎于洪武二十四年任清平卫指挥佥事，他“创置公

署，筑建城垒，以能闻”瑐瑦。这些记载都肯定了他们

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贡献。
卫所教育，主要贯彻“育才养士: 教育军卫子

弟，以资国用”和“移风善俗，安边化民”瑐瑧的两项基

本教育政策。卫所儒学( 卫学) 是发展卫所教育的

重要载体，它在民族地区扮演的文化传播角色尤其

重要。河南籍武官既重视自身的文化修养，又重视

对当地教育的重视。因为中原传统的思想文化也正

是明王朝的“正统”思想，这些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

思想依靠卫所的官员来推行，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正统初年，士人廖驹在《普定卫儒学记》中说:“我朝

有国，薄海内外，日有所照，悉主悉臣。郡且军卫，罔

不建学，文化之盛，古所未有也……窃惟是邦，昔在

荒服之外，民皆夷行，风气不类中州。今财役服贡

赋，一循法度，衣冠文词，渐同中华。是虽国家政治

之隆，抑亦教化之所资也。”瑐瑨这些来自中原的武官

“处心坦夷，临事宽简，而勇敢精悍，能抚恤士卒”，

反映了中原文化倡导的优秀思想品格，反映了当时

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方式，自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

到当地的社会风俗。
其次，军卫群体是文化传播重要的参与者和引

导者。作为卫军移民群体中之一员，舍余之中，只有

一名舍人可以世袭武官，只有一名余丁可能听继代

役。如前述，据有卫籍身份的“舍、余”男性及其家

属等拥有户籍的人，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平

时可以从事任意一种经济活动，扮演任何一种社会

角色。只是，他们作为军卫移民的特殊身份，使得他

们在文化传播方面扮演了比州县民、匠等户籍人士

更重要的角色，既是参与者，更是引导者。
笔者曾专文探讨过明代卫所制度之下军卫社会

在福州地方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瑐瑩。在福州城，福州

三卫及下辖诸千户所城、屯田等与州县民户交叉居

住生活，他们共同影响，五方杂居的军卫社会对当地

的文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瑑瑠福州三卫中，就有来自

河南的军卫群体，第 64 册，第 307 页记载世袭百户

韩瑜先祖韩大，河内人，任福州右卫左所的总旗时，

随郑和下西洋，“于水沙峰与苏斡剌对敌厮杀，有

功”，升试百户。实际上，当时就有一批沿海卫所舍

余参与到东南沿海的防御、造船、巡洋等事业中，创

造和丰富了海洋文化，河南的卫所移民是重要的参

与者。
由于武官家庭有较为优渥的经济条件和较高的

社会地位，他们更有能力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比

如从事社会慈善和救助活动。河南武陟人邬隆，

“任临安卫左所镇抚，家素饶裕。宣德间，遭时饥

馑，以家所积稻谷，整济军卫，至今称之”瑑瑡，相信这

样的事例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他们较多地参与到

地方性的公共事业和文化活动中。卫所军家子弟，

以“卫籍”身份参与科举考试，考中者人数众多，在

此姑且不论。这些中原的卫籍人士，由于对中原文

化有长期的接触，有很好的理解，因此能担负起文化

传播的重任。嘉靖年间的怀庆卫人周道，嘉靖五年

时考中进士，他曾师从著名的思想家、同是怀庆卫籍

的何塘瑑瑢。后来，担任宣大巡按御史，“军事贴然。
肖其像于太平楼祀之”瑑瑣。

明代武选簿虽是纪录世袭的专册，但也有零碎

的社会活动记载。前引史料七的福建右卫指挥佥

事、西华人周澄，官方档案有“祖父俱庠生，游学地

方”的记载，证明周家( 周澄以堂兄的身份世袭，前

辈周仕澧也是庠生) 是受过良好教育并有文化教养

的，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家在当地的社会影响。
军卫家庭在社会文化传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还可以通过地方旌表的事迹予以揭示。万历《延绥

镇志》记录了延绥镇纳入当地卫籍的武官及其家室

大量的旌表事迹瑑瑤。同样连篇累牍的旌表也出现在

万历《贵州通志》卷五至卷十三《合属志》的贵州卫

所情况( 威清卫、毕节卫、赤水卫、龙里卫、清平卫) 。
在这些被当时统治者列入“乡贤”“名宦”“烈女”
“孝义”“贞节”“隐逸”等卷次中的卫籍舍余或妇

女，有的享受到来自中央的物质和精神等两方面的

旌赏奖励，有的在基层社会享有较高的声誉。包括

旌表在内的精神奖励，它集中反映了一个时代倡导

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一个地域和时代的主流文化特

征、核心价值观。在旌赏的群体中，从中原内地移居

到边地的女性、舍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移民对文化

变迁的意义亦在此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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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卫群体的迁入给当地百生带来的生活习俗变

化，是潜移默化的。在贵州平溪卫( 今玉屏县境) ，

当地的风俗因军卫移民的到来发生了变化: “宋元

以前，土彝杂处，自明开设，语言服习，大类中州。俗

享淳厚，民耻健诉。有太古之遗意焉。”瑑瑥生活习俗

的影响又是互相的。军卫群体与周边百姓之间，在

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在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等方面

表现出明显的趋同。例如在明代的北方边地，既有

少数民族“弦诵早闻周礼乐，羌胡今着汉衣冠”瑑瑦的

场景，也有“近边男女作胡歌，立马回头感慨多”瑑瑧

的现象。当然，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与军卫社会有

充分交流的地区，在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外来的

移民比较少，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效果就很差，这也从

反面说明了军卫移民对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自

然，这些广为传播的文化并非中原文化所独有，但中

原人的参与，至少说明了他们在全国文化交流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
明朝灭亡之后，这批武官的世袭特权虽然不复

存在，但经过了二百余年的生息繁衍，军卫群体与迁

入地的居民高度融合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们又或多

或少地保留了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明代河南的军

卫移民文化，散布在全国各地，延续到清代，连绵不

断直到今天，仍然有踪迹可以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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