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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朝建立后，为了维持辽东地区的稳定并顺应明初的政治形势，在辽东推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采用了

卫所军屯制度来实施管理军政事务。文章基于相关历史文献，旨在探讨辽东地区设立的背景、管理体系

及其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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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Liaodong re-
gion and comply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re-
forms were implemented in Liaodong, and the garrison and military settlement system was adopted 
to manage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affairs. Based on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Liaodong, its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multifaceted impacts it has had o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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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阐述了明朝时期辽东地区的行政，有助于深入了解明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管理，以及如何维护边

疆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并且强调对辽东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响，包括如何吸纳和安置内附的少数民族、

移民政策以及建立羁縻卫所的措施。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影响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还有

助于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 

2. 辽东镇的地理战略形势 

2.1. 辽东历史沿革 

春秋战国时期，辽东正式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纳入了燕国的版图。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在辽东地区继承

了燕国对辽东地区的行政管理，并且进一步完善了行政体制。“辽东郡，秦置。属幽州。户五万五千九百

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县十八。”[1] (p. 1625)由于辽东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且经常受到

外族的频繁侵扰，行政管理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史记里曾载：“燕北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

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2] (p. 620)为了加强对辽东地区的防御和稳定边疆，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修筑边境长城和设立军事要塞，加强边防防线的建设，这时对辽东的行政管

理主要目的是维护边疆稳定。 
到了南北朝时期，辽东地区被高句丽占据。唐朝时高句丽王对高祖俯首称臣，表示愿为唐王朝之属

国。但是裴矩、温彦博等认为：“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

内，不可许以不臣。”[3] (p. 5321)唐太宗曾亲征高句丽，最终于高宗时期灭亡高句丽，在辽东地区设立

安东都护府。宋时，辽朝设立东京辽阳府，后金灭辽后沿用其制，属于五京之一。元朝在设立了辽阳行

省进行管理。 

2.2. 辽东战略地位 

辽东地区自古以来便是要地，在明朝建国后，伴随着对北元残存势力提防的及对边疆控制的需求，

其在国家版图中的重要性凸显。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

成守。”[4] (p. 1728)顾祖禹从边防战略的角度强调辽东镇位置，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 

蓟镇，为京都左辅。当大宁未彻时，与宣府、辽东，东西应援，诚藩篱重地也。自弃其地以与兀良哈，而宣、辽

声援绝，内地之垣篱薄矣。嗣后，朵颜日盛，侵肆有加，乃以蓟州为重镇，建置重臣，增修关堡，东自山海，西近居

庸，延邪千里，备云密矣[5] (p. 6045)。 

作为京城的门户，辽东对于防御蒙古、女真有重要的意义。为确保拒敌在外，明朝围绕蓟辽两地构

筑了坚固的长城防线，并派遣总兵官分驻，以保卫京畿地区的安宁。辽东镇作为明王朝的重镇，其在军

事布防上呈现出交互关联的动态特性。空间布局上，辽东镇与毗邻的大宁、奴儿干都司紧密相连，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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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女真、朝鲜等势力呈交错分布，而在海防架构与行政区划上，辽东则隶属于山东布政使司。因此辽

东地区在特殊地缘政治框架下，建立起特殊的政治军事管理制度。 

3. 辽东镇的管理体系 

3.1. 辽东镇初立 

元朝末期，蒙古帝国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由于灾害、战乱、民变等因素，元朝对辽东地区的影响

力逐渐减弱，辽东地方豪强开始互相争斗，抢夺地盘，导致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 1368 年，明太

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但是此时的辽东大部分地区仍被元朝残余势力的统治着。直到洪

武四年“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藉其兵马钱粮之数，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奉表来降”

[6] (p. 475)。朱元璋派军队接管辽东并设立定辽都卫，刘益担任首任指挥同知。 
辽东镇建立后，加强了明朝对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使得边疆更加稳固。此后辽东镇通过驻扎军队、

修筑长城和边堡等措施，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的侵扰，维护地方安全。发挥其“京师左

臂，西拱神州，北连胡寇，东邻朝鲜”[7] (p. 4)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对明朝九边军镇建立时间没有完全统一的界定，现有比较普遍的观点有：第一，军镇建

置的标志是设立镇守总兵官。第二种观点认为，军镇建置的标志是在边疆地区建立军事机构。第三种观

点认为，军镇建置的标志是要有武将和文臣[8]。本文采用以设立镇守总兵官而开始成为军镇的说法，因

为采用以设立镇守总兵官为军镇建置的标志更加具体和清晰。作为军镇，强调了军事控制的集中，《四

镇三关志》中记载“洪武七年，设总兵官，驻扎广宁城，镇守辽东，遂为辽镇云”[9] (p. 190)。 

3.2. 辽东都司卫所制度建立 

根据《辽东志》记载，明朝于洪武四年设定辽都卫，驻地位于得利赢城。定辽都卫设立后，朱元璋任

命马云和叶旺为都指挥使，令其“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筑城池，以镇边疆”[10] (p. 822)。在此基础之

下，明军以得利赢城基地，开始修筑城池，扩大明军在辽东南部地区的控制范围。 
洪武八年，辽东都指挥使司取代了原先的定辽都卫，并将驻地设于辽阳。可以推断出，明朝在洪武

初年时对辽东地区的控制尚未完全巩固。洪武四年设立的边防机构定辽都卫只覆盖了部分地区，明军仅

在南部辽东地区设立了卫所。而到了洪武八年，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控制才逐渐加强，将定辽都卫改为辽

东都指挥使司，并将驻地设于辽阳，标志着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势力逐渐扩大和巩固。按照明代的军事管

理体系，辽东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管辖。虽然辽东在初建时设置了辽阳府及其下属县管辖民政，

但到洪武二十年(1387 年)，这些下属州县被废除，由都司直接管辖卫所。辽东都司驻守于一地，手握重

兵，同时负责军事与政务的双重管理，因此成为了辽东地区的最高军政管理机构。 
此时纳哈出势力盘踞在吉林农安至辽河以北一带。明朝以卫城为核心的辽东防线逐渐向纳哈出集团

聚集的金山一带推进。在金山之役后，纳哈出投降，明廷陆续增设开原、铁岭、义州、锦州、广宁等卫

城。在今吉林白城一带设置兀良哈三卫，后迁至大宁。通过增设卫所，明朝将防线向北延伸。“洪武五年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吴祯还京师。……尽收辽东未附之地，至是乃还。上曰：海外之地，悉归版图。”

[12] (p. 629)这表明明军已经控制了辽东局面，将其收入明朝版图之中同时，对辽沈之地的收复和平定也

使明军在辽东地区取得了重要的胜利，使其站稳了脚跟。为了巩固对辽东地区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在

洪武八年在辽阳设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并对卫所进行调整。在洪武年间共设置了 24 个卫所，后于宣德

五年曾设了宁远卫，共 25 个卫所(见图 1)。辽东都指挥使司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拥有较

大的权威和独立性。辽东作为边防重地，有着女真，蒙古和朝鲜三方的军事威胁，因而，辽东从其成立

之日起，便有着极强的军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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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元末的动乱，初期，军队的补给主要依赖山东的海运，将关内的粮草和兵力运往辽东。从洪武

后期至永乐年间，明朝在通往卫城等经济和军事重镇的交通要路上，兴建了许多屯堡，驿站、递铺和运

所等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辽东地区的军事防御提供了重要支持。驿站提供了明军在辽东地区快速通

讯和补给的便利，递铺则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方便军队和官员的出行。同时，运所的设置也有利于辽

东地区的粮草运输和物资调度，保障军队的战斗力和稳定运行。这些设施的兴建使得明朝对辽东地区的

防御体系愈发完善，提高了边疆地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Figure 1. Map of the Liaodong Reg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1] (pp. 52-53) 
图 1. 明代辽东疆域图[11] (pp. 52-53) 

3.3. 辽东镇镇守官员体系 

整个明朝时期辽东地区都未设立行政省份，而是以辽东都司为核心，辖区内军户按卫所编制，有军

政合一的特征。在军政上辽东都司直属五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而民政方面则属山东行省管理，下设

户部分司、布政分司、按察分司等。明朝对辽东地区的管理非常重视，皇帝往往派遣宦官监军，并且还

会派遣巡抚都御史赞理军务。从洪武年间开始，明朝陆续设立了镇守辽东总兵官、镇守辽东太监、辽东

巡抚等职务。这三者是明朝前中期管理辽东地区民政军的最高官员。明朝刘元的《广宁新建镇东堂记》

中记述有：“广宁于辽东为都会，辽东为卫二十有五，其戎政悉听于监军、总兵、巡抚，而听政之堂曰镇

东。”[10] (p. 20345) 

3.3.1. 辽东总兵 
总兵成为一种制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洪武年间。《明会典》记载朱元璋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军事

防御和管理，对军事体制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其中包括总兵制度的建立。洪武年间在各地的要镇主要是

塞王守边，到了建文年间，朱允炆为了削藩，令辽王回京，并且任命刘贞为辽东第一位总兵，辽东建立

起总兵制度。靖难之役后，朱棣曾把辽东的总兵制度撤销过一段时间，但后因蒙古军事的军事压力，再

次在辽东设立总兵制度，“戊子，命中军右都督刘江仍镇守辽东，节制辽东都司官军，遇有声息，相机调

遣”[10] (p. 728)。洪熙年间，明朝在辽东设立的总兵系列官员，只有总兵和参将两个职位，到了成化初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5.1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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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设副总兵一职。总指挥官作为一镇军事上的最高将领，除了镇守边疆、统辖都指挥使司及其下辖卫

所的兵马，整顿军务，还有加强防御工事，包括修筑堡垒与瞭望台等职能。 

3.3.2. 辽东巡抚和辽东镇守太监 
明朝的统治者为了限制总兵的权力，防止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威胁中央政权，因此逐渐在地方派遣

巡抚、都御使和设立镇守太监。明初，每年都会派遣监察御史巡视地方，特别是在遇到大难或严重问题

的情况下，会派遣廷臣出使，他们被称为巡抚都御史，简称巡抚。正统初，为了有效管理辽东地区的军

务，设立了辽东巡抚。“正统元年设，旧驻辽阳，后地日蹙，移驻广宁，驻山海关，后又驻宁远。”[13] 
(p. 2952)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制度。巡抚本是中央为了监察地方而派出的监察官，其最重要职权是地

方监察权。然而，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其往往成为了处理地方事务的官员。 
明朝在辽东设置镇守太监最早开始于永乐年间，镇守太监在广宁有专门太监府，与总兵官一同镇守

辽东地方，处理军事。镇守太监当着监军的身份，是皇帝的代表，这使得镇守太监往往凌驾于总兵之上。

因此，辽东地区的决策往往出自镇守太监或者巡抚之手。优点在于可以使统治者能够有效地控制地方军

事势力，维护中央的权威。 

4. 辽东镇建立对辽东地区的影响 

4.1. 对少数民族关系的影响 

辽东地区前期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秩序的恢复离不开成熟的管理体制以及马云、叶旺等杰出将官的卓

越才能。在当时，还面临着如何安置内附的少数民族以及如何治理部族聚居区域等问题。朱元璋通过设

置卫所、推动移民屯田等方式向辽东西北部继续拓展。永乐时期，朱棣采用招抚女真人来控制东北：“尔

等若能敬训天意，诚心来朝，各立卫分，给印信，授以名分赏赐，俾尔世居本土，自相统属，打围牧放，

各安生理，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14] (p. 1734)通过设立羁縻卫所，因地制宜，在开原

卫、定辽卫等地修建城池，设立州治，为内附的女真等族提供安居之地，并给少数民族首领指挥同知、

千户等头衔，以确保地方军事和行政的稳定，永乐年间就设置了约一百多处羁縻卫所。 
此外，明朝政府在北部地区设立努儿干都司。奴儿干都司是明代特殊的羁縻管理机构，它并非传统

上全面掌管地方军事与政治事务的都司。相较于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在管理职能与组织架构上存在很

大差异。一方面，它隶属于明朝的职方清吏司，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其管理模式近似于现代的自治区。

另外其主要作用是为明朝在东北部边疆各民族实施招抚政策的行政机构，奴儿干都司的建立旨在缓和民

族矛盾，安抚边疆外部族群，而非直接介入下属卫所的具体管理[15]。努儿干都司内的官员大多都允许少

数民族首领担任，并且可以世袭罔替。政府通过封对羁縻地区赏赐、互市等方式使他们服从中央。在永

乐十年，就设置了大量从辽东至奴儿干的水陆驿站，以促进两地间的交通往来。此后奴儿干都司的少数

民族不断派人向明王朝进贡，这一系列活动间接带动了奴儿干等地土著首领的相继归顺。为增强联系并

辅助安抚工作，明代在辽东专门制造适用于江上航行的船只，派遣专人运输用于招抚的物资及赏赐物品。

蒙古、女真等部族通过提供本地的渔猎产品，与辽东地区进行物资交换，获取耕牛、农具、食盐、布匹等

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物品，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的互利贸易。这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形成多元文化的格局。 

4.2. 对辽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 

明初辽东保受战乱，民不聊生，农田荒废，人口大量减少，军队也面临粮饷短缺的问题。在这种背

景下，辽东地区首要任务是确保地方的稳定，恢复经济发展，为此积极吸收少民以及移民“徙江淮齐鲁

之民居之，而高丽、女直等夷之土著者不易其处”[10] (p. 8991)。并开始建立卫所，调动军队进行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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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的引入使得辽东地区的人口聚集在屯堡周围，以便在需要时进行警戒和抵御敌人，

平时从事农耕活动。屯田制度一度推动了辽东地区农业的发展，尤其是军屯模式保障了军镇的粮食供应，

人口的增加与土地的开垦也增强了辽东屯堡的防御能力。卫所的建立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军

事设施的完善，卫所、驿站等，大量人员和资源涌入辽东地区，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繁荣。屯田

制度的实施也提高了农田的开垦率，增加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从而增强了地区的经济自给能力。

“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貨賄羡斥，每岁终至京师，物价为之减半。”[7] (p. 268)明朝政府曾在辽东

设立治所，但较长时间内是羁縻统治，辽东地区以少数民族居民，汉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明初，明朝

政府对自愿归附的蒙古、高丽、女真等居民予以物资，并根据地域将他们编入卫所，分配田地供其屯田

耕种。土著居民多数保留了各自的传统习俗。辽东卫所内各个民族共同居住，彼此融合，随着时间的推

移，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辽文化。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语言和习俗，但在同一地区下，最终形成一个文化

共同体，而在辽东多元文化共同体中，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辽东镇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不同地域、民族

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为文化的创新和涌现提供了土壤。同时，作为文化传播的节点，辽东地区在

明代文化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地区文化的丰富多彩作出了贡献。 

5. 总结 

辽东镇凭借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坐标，成为明王朝至关重要的边疆地带，政府对其的管理也展现出深

远的战略纵深，成为多地域间动态交互的关键区域。在明代初期，辽东都司作为该地区唯一的行政机构，

历经洪武初期的军事紧张局势后，逐步健全了其都司卫所体系以及官员体系，成为东北地区最高军事机

构，其内部的军事防御体系逐渐转变为纯粹的防御职能。出于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他原因的考量，明

王朝把原本专注于军事职能的都司卫所，转变为兼具军事与民政管理职能的单位。辽东镇内军事聚落扮

演着民族交融的桥梁与纽带角色，有效调和了边疆内外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文化共同体，对辽东地区政

治、经济和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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