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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前言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持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是学校“211工程”项目的内容之一。所谓
“211工程”是指国家在21世纪重点办好100所左右的大学，使这些大学不仅成为国内高校的龙头，而
且在世界同行中也应有重要的影响。科学研究是办好大学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　　历
史系承担的这个书系，正是在我校列入此项工程之后开展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将它视作学
校整体建设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历史系的建设，也关系到学校科研的整体发展
。这么说是不是我们有点自言其重了?也许不排除这种想法，但更多的是我们从学校和历史系双重角度
着眼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中央民族大学从1951年建校开始，历史系(1956年设置)就成为学校比
较有特色学科的组成部分，它在学校发展中以培养优秀人才和科研见长，并形成自己的特点，即使在
今天人文基础学科不太景气的时候，历史系的厚重学术和踏实学风仍旧得以保存。我们希望这种风气
持续下去并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中央民族大学是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起家并形成特
色的，现在我们虽然朝着综合性大学全方位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长项和特色仍然是学校长久
持续的核心内容，历史学、民族学、民族语言文学这些特色学科的地位只能越来越巩固。所以我们的
“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作为学校“211工程”的组成部分也就顺理成章地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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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作者通过对《明实录》的全面梳理，从总体上把握班军制度的沿革流变；参考诏令、典章类史籍，归
纳出基本线索；通过分类整理边防志、卫所志和省、府、州、县等志，尽可能归纳出班军的来源及分
布地区；分析重要的奏疏、题行稿等档案公文，考订出班军制度的基本规定和具体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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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勇，汉族，河南夏邑人，1970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顾诚先生。现为中央民族
大学历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发表有《明代广西班军制度研究》、《明代士夫追求润笔现象
试析》等论文20余篇。参编有《中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河南通史》和《英烈传》(点校)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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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书籍目录

总序序言绪论一、选题缘起二、基本观点(一)京操班军形成的背景(二)明代班军的含义(三)班军制度的
基本属性(四)对班军制度的若干思考三、研究方法与基本结构(一)研究方法(二)基本内容第一章 班军
制度概述第一节 班军制度的建立一、明初卫所制度的建立、编制、职能演变二、北边之忧三、明初军
队的抽调与班军制度建立第二节 京操制度沿革一、“土木之变”与团营的创立二、“庚戌之变”及复
三大营之旧三、从班军折班到尽驱工役第三节 班军的主要类型一、广西班军二、南京班军三、蓟镇人
卫军兵(包括来自九边军兵和内地的民兵)四、边操班军五、其他班军形式六、诸类班军之间的关系第
二章 京操班军的来源及其对外卫的影响第一节 京操班军的来源卫所一、川越泰博对京操班军分类的
失当二、京操班军来源卫所的变化三、各都司参与京操事务的卫所数量考察第二节 京操班军对外卫基
本职能的影响一、在外卫所基本职能二、对在外卫所屯田的影响三、京操对地方防御的影响第三章 班
军制度的组织管理(上)第一节 旗军的户籍管理及其身份确定一、军户世袭制度的一般原则二、卫所军
户与州县军户的关系第二节 班军赴班的基本程序一、京操军早期的抽选方法二、班军队伍的管理与替
补三、上班的程序及管理四、班期违误及相关处罚第三节 京操班军的职责一、京师操练二、征调戍守
三、修造工役第四节 班军的基本生活状况一、班军的主要收入形式二、主要支出形式三、影响班军生
活的主要因素第四章 班军制度的组织管理(下)第一节 相关官员及其职掌一、军事系统主要官员二、监
察系统主要官员三、行政系统相关机构及主要官员第二节 领班官员的抽选与考核一、领班官员的抽选
二、领班官军的基本职责及其考核第五章 班军制度的衰落第一节 明代军事防御体制的多元化一、班
军制度的全面衰落二、班军制与募兵制三、班军制与民兵制四、班军制与家丁制五、防御军兵来源的
多元化六、明末的兵变第二节 对班军制度“垂而不死”的思考一、因循祖制的治国思想二、难以割舍
的利益三、因势利导的图存变革征引文献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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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京操对屯田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成丁旗军正身被抽调后，屯田劳动力的替补问题。由于京操军赴
班的大部分费用仍然由军家来承担，而这些费用主要是来自他们承租的份地，因此份地的耕种应该是
由军户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来耕种，即军余顶种。　　在论证此问题以前，必须解释清楚一个关于舍余
的顶种和参与防守的问题，即史料中所载正军大量失额，而舍余却广泛地参与卫所诸多事务，是不是
白相矛盾?即正军如此之少，何以会有大量的军余存在?对此问题，顾诚师在《谈明代的卫籍》一文中
有如下的解释，“(军户)两三代以后就可能发生双向变化：一方面正军、旗军出现缺额，其原因是军
士受不了将领和军官的压榨、卫地的生活环境恶劣而逃亡，或者没有男性后代可继承；另一方面是祖
军后裔的不断增加，因为多数情况下正军、旗军、官军不止生育一个儿子，除一般由长子袭替外，次
子以下成为舍余、军余，虽然按官方册籍只登记祖军及其承袭世系这一‘家’，事实上祖军的后裔必
然繁殖为越来越多的小家庭。”①这就是说，一方面逃亡的正军因无丁可补，遂消除“正军”一户；
另一方面，大户官军虽然有大量繁殖却只增军余，不增正军数额，其总体发展趋势是正军数额的不断
缩小和舍余人数的日益增加。也正是考虑到军户家庭的这种发展趋势，明政府在军户管理上，虽然不
再增加正军数额，却对军余实行严格的管理，使军余取得与正军几乎相同的身份，使其拥有相似的权
利和义务，这也是明朝军籍管理和保证世袭兵制得以延续的重要措施。在职责分工上，由于京操旗军
务求正身，所以就出现了像《河间府志》所说的河间军兵有正军、有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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