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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处西北边地的镇夷、高台二守御千户所是明代设置于“河西走廊”中北段的基层地理、军事单位，属

“军管型政区”。二所终因边疆形势的变化及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最终固定、延续，至清雍正时县制变革，

镇夷所归入高台县。所在地方社会的人口数量、屯田水利、儒学教育的发展状况不仅是自身地方社会的

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也折射出河西地区的历史发展。二所依托山川行胜、资源条件因地制宜，构筑起

一整套御边工程，其目的意在迟滞来犯之敌，且与邻进的肃、甘二边卫形成联合防御的犄角之势，牵制

着故元贵族的进一步深入南下的步伐，是明政府卫所在管控河西、防范虏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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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 Zhenyi and Gaotai Garrison Qianhu Office are grassroots geo-
graphical and military units set up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Hexi Corridor”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belong to the “military management political region”. Due to the changes in the 
border situ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ategic location, the two institutes were finally fixed 
and continued, until the county system was changed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 of the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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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and the Zhenyi Institute was subsumed into Gaotai County. The population of the local so-
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Tuntian water conservancy and Confucian education are not only im-
portant contents of the local society, but also reflec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Hexi region 
to a certain extent. Relying on the victory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the resource conditions ac-
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two institutes have built a complete set of border projects, the pur-
pose of which is to delay the invading enemy, and form a joint defense with the neighboring Su and 
Gansu border guards, and restrain the further southward pace of the ancient Yuan nobles, which is 
the epitome of the Ming government’s guard office to control Hexi and prevent cap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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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其守御千户所，不隶卫，而自达于都司。”[1]镇夷、高台二守御千户由陕西行都司直接辖制，有

一定的独立权限，与卫的地位一致。以往对二所的研究集中在军事防御工事上，其他方面多以点带过，

整体的认识程度较低。张磊先生的著作对此二所的内容虽多有所论述[2]，但相关细部考察尚有空间，本

文将在此著基础之上作进一步探讨。 

2. 镇夷、高台二守御千户所的设置原因 

2.1. 河西边防形势的变化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陷元廷都城，顺帝北遁。然故元贵族势力仍统治着广大的西北地区。洪

武五年(1372)正月，冯胜所部统军西出兰州，第一次击溃河西之敌。后经宋晟等将领再出河西，进一步清

除残元力量，巩固了既有战果，基本实现了对嘉峪关以东地区的直接控制。“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

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1]: p. 2175)。洪武二十六(1393 年)，走廊要道卫所体系建置的完成，

标志着河西走廊的最终控制[3]。明政府通过都司卫所在河西地区的设立，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经略。河西

卫所皆为“实土卫所”是典型的“军管行政区”[4]，集体担负着西北边防重责。“洪武三十年(1397)，就

马营展筑开设镇夷守御千户所，三十三(1400)裁革，永乐元年(1403)，总兵宋晟奏复置。”[5]此间镇夷千

户所一度因建文朝边防政策的更变而废置，但因其在边防位置的突出性得以再次复立。“土木堡事变”

后，边防形势愈加紧张，需进一步严密防守。景泰七年，左副都御史宋杰等建“设陕西高台堡守御千户

所”[6]。从二所的设置时间与地处之要来说，镇夷所是明陕西疆域中最北端的军事要塞之一，其范围已

经延伸至长城防线之外的广大区域，体现出洪永两朝以进攻为主的边防理念。而高台所位于长城防线之

内，正是宣德以后边疆防御转攻为守的，西北边疆防线内缩的情形。二所至雍正三年裁卫归并州县，“高

台所改为高台县，镇夷所并入高台县，同属甘州府”[7]。 

2.2. 镇夷、高台千户所的战略位置 

镇夷、高台二所在地理上占据重要位置，是“九边”重镇中甘肃镇镇戍体系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西北边防重要的一环。在御边防虏的同时，同时对“丝路”的畅通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支撑。镇夷所“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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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于东北，河水经于西南，山岭巍峨，石峡险隘，实屯守之要地也”([2]: p. 88)。可见镇夷所周边地形复

杂，山脉纵横，为防御提供了天然屏障；且有河水流经，为屯田提供充足水源。“东联高台，西距嘉峪

关，南抚番幕，北临胡境”，特别是北虏沿地势、河流之便南下的路线，是为防御重点。所的位置已经延

伸至长城之外，并未固守传统防线。镇夷所东北方向至亦集乃湖，间隔一千二百里，作为“缓冲带”的形

式存在，拓展了战略纵深距离。高台所辖地“东抵张掖，西通酒泉，北距胡地，南临番族”，统十百户

所，位于甘州西北方向约一百六十里的黑河南岸，位于镇夷人所东南百余里，是“屯田用武、控扼戎虏

之要地”[8]。二所处于肃、甘州二卫之间，它们共同扼守着北边蒙古部落沿额济纳河等地利之便南下的

战略要冲，是控扼蒙古骑兵南下的前沿门户，一旦被敌虏所破，则危及关中。如武宗嗣位时，“冬，敌入

镇夷所，指挥刘经死之。复自花马池毁垣入，掠隆德、静宁、会宁诸处，关中大扰”([1]: p. 8465)，胡虏

入犯路线一“由亦集乃、兀鲁乃透狼心山，越过毛目墩等墩，潜入肃州金塔寺一路，由鹅头山扑上大路，

或至镇夷城抢掠番夷；另一由大山口出没，抢掠沙湾等堡及高台八九霸地方”[9]，正如张雨所说的境外

寇路与近边寇路两条路线[10]。可见二千户所一方面，所戍位置钧为战略前沿，为虏患常发之地。另一方

面，利用河流流经所带来的有力条件，使之屯戍结合，为长期驻防提供了一定的能力。但二所需要应对

较多的限制因素和不利条件，如自身兵力不足、粮源自给困难、财政拮据等，因此，临近卫所的协助就

必不可缺，二所相距仅百余里，信息传递速度快。在面对外敌入犯之时，形成“本营兵马临边设伏拒堵，

如虏势力众大，东调甘高、西调肃州官兵策应截杀”([5]: p. 33)的联防体系，其目地在于合力“阻断蒙古

骑兵沿额济纳河南下，以拱卫肃州、甘州”([3]: p. 18)。肃、甘二卫无倾覆之危，则可保关中无虞。 

3. 镇夷、高台千户所的社会状况 

3.1. 人口数量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明初镇夷所有一千一百三十六户，人口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到明中期的嘉靖时

人口规模小幅上升，户数增加九十七，人口数增加八百九十七。万历时户数相较明初有明显下降，户数下

降一百三十三户，人口减少数为三百七十五([5]: p. 112)。景泰时，高台所户一千四百六十五，口二千九百

三十五。嘉靖时，户四千两百五十三，口三千四百二十六。高台所，景泰中户口一千四百六十五，口二千

九百三十五。嘉靖中，户四千两百五十三，口三千四百二十六([8]: p. 431)。从以上时间节点的户数整体变

化过程来看，无不与朝廷政策的改变所带来的边地防御情形的转折以及卫籍制度的破坏等原因有关。“俺

答封贡”后使明蒙关系缓和，战事少发，万历朝也就无需增补西北边地诸卫所的军士人数。在加上明后期

政治日益颓败、卫所军官的对军户的多方面压榨，造成大量人员逃亡，人口数量明显下降自然难免。 

3.2. 水利管理 

“肃镇田土，全赖山泉沃灌”，镇夷所水渠二十七处([5]: pp. 97-98)，灌田达数百顷，高台所二十五

渠([8]: pp. 85-88)，灌溉田亩近五百顷，多仰赖于山泉。水资源有限的状况下，需要合理管理、分配，为

此设置专职管水老人，且巡抚都御史、按察使等巡视甘肃官员也明令“钧分灌田水利”“要使水利钧平”，

肆意“占夺水利，致误边储者，据奏究治”需“以时启闭”而因上下游争夺农田灌溉水，产生诉讼案件时

有发生。如，“但甘州渠口百十余，道广种稻田，以至上流邀截，争水讦诉，近年每至五六月闭上游渠口

以济南高台禾苗，永为定例”[11]。管控并合理调配水资源，使农田、生活等用水得到应有的需求，也是

二所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内容之一。 

3.3. 边地市场 

“街市”作为西北边地卫所军民生活交易补充的小型市场，广泛存在。在人流穿行、聚集的地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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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为热闹商品交换地。一条街道、一座庙宇周边、交通要点等等。 
据光绪《肃州新志》记： 
高台街市： 

自东至西大街一条，系过往冲卫商贾赶集，又南后街一条，文庙街一条，自南自北仓门街一条，一名云路街

道，大寺庙街一条，一名柴市街，药王庙小街，一条城隍庙街一条，小寺庙小街一条，一名小街子铺户，居民共

数千家[12]。 

镇夷街市： 

南北大街一条，东西街一条，买卖多在大街，商民数十家([12]: p. 89)。 

从两段有关高台、镇夷街市的记述可以看出，这里商民聚居，商贾赶集活跃，他们穿梭于街区巷道，

带来“百货云集”，为居民生活物资需求带来便利与满足，离不开他们所在“丝路”带上的山、陕商人以

及通贡的西域商人团体的商业活动。 

3.4. 儒学教育 

甘肃之地，居民杂处，地界外逼戎虏，实为应战之地，民凤刚健尚武。起初甘肃镇与西北沿边延绥、

宁夏二镇的儒学发展相比较，可谓“天渊悬绝”，延绥、宁夏二镇“文雅蔚然，科第向望”，而甘肃镇

“百八十年来，甲科不过一二人，乡科亦仅数人”，形成明显对比。御史杨博加以考校“大半皆句读不通

之士”。究其原因位置偏远，长期被少数民族统治，儒学发展迟滞。明初镇夷、高台二所“生徒寄甘肃

学，往往家贫路远，废业者多”([8]: p. 158)。成化五年(1469)、嘉靖二十三年分别于镇夷、高台二所设社

学。万历十四年，“将肃州卫儒学训导裁革，改设镇夷所儒学”其目的之一“浇漓之俗可变，武牟子弟寄

学作养，忠义敌忾之气因之发作，疏野之性，可以潜消默化”([8]: p. 161)。同时，地方官府对忠孝节义之

举大加旌表，引导民众言行与儒家核心观念相向而行。作为有罪谪戍之地，特别是文职官员，在这里传

播儒学，投身教学，随着二所儒学教育配置的不断完善，考取功名的人数有了一定的增长。自明扫除胡

元以来，明政府就推动儒学教育扎根于此，实现儒家秩序在河西地区的重建，并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

“卒武之家，诱习诗书，民稍知礼法，渐释嚣争”([5]: p. 99)，“知敬老长，内外童们，从学者几近数百”

([5]: p. 99)，可谓，礼俗、从学之风为之一新。 

4. 镇夷、高台二千户所的御边体系及其面临的困境 

对于明朝的防边政策，太祖就曾与徐达等在山西、北平练兵防边的将领告谕道： 

“处太平之世，不可忘战，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今无事之时，正宜往彼练习军士，修葺城墙，严为备守，使

边境永安。上复戒之日：“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守以待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6]: p. 1424) 

明朝的西北边防政策以“守”为主基调的奠定，是经历多次对残元势力的征讨，虽使其遭受重创、

分裂，但彻底消灭飘忽不定的残元势力是不现实的。而只能用防御战术来消耗其力量并消磨其意志，使

其逐渐回心转意，实现真心归附的长久战略([13]: p. 28)。永乐八年(1410)，上对宁夏备御都指挥说：“闻

虏欲寇近边，须严备之。寇若入境，慎勿轻战。”([6]: p. 1425)正德元年(1506)，明代名臣杨一清在担任

西北重臣时说到：“备器械、储糗粮、明斥候。今首以筑墙挑堑为言，宜必增兹多口。”[14]可见西北边

疆的“守”的理念已经成为君臣们的主要认知。 
维持镇夷、高台二所防卫功能的运作依靠一套“闭环”式的体系，官军人员的配比、防御工事的构

筑、后勤物资的保障、军兵总体数量的相对稳定。兵种的结构与固定性的多样的防御设施在数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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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统一，这些不同的防御工事因地制宜、联动互补，“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15]。军用器械、医疗

药品作为作战后勤补充的重要资源，能够及时医治击敌所带来的创伤，快速恢复作战能力。 

4.1. 镇夷、高台二千户所的御边体系 

4.1.1. 镇夷、高台二所的职官设置 
镇夷、高台二所地方官吏的来源、类型、职责以及官署的特点，体现出河西卫所的基本官制架构特

色。 
镇夷千户所的职官配置与公署机构据《肃镇华夷志》记载如下： 

镇夷所指挥、千户、所镇抚、百户、吏目、儒学训导、镇夷仓监收县丞、大使、副使、草场大使、驿递官([5]: pp. 

228-229)。 

察院、游击府、镇夷仓、草场、预备仓、军器局、演武场、官廨、将台([5]: p. 135)。 

高台千户所的职官配置与公署机构据《重刊甘镇志》记载如下： 

高台所指挥千户、所镇抚、百户、吏目、儒学学正、富积仓监收县丞、大使、副使、操场大使、驿递官([8]: p. 300)。 

察院、布政分司、操守亭、高台守御千户所、富积仓、草场、预备仓、军器局、守御厅、演武场、官厅([8]: pp. 

140-141)。 

从上述记载来看，其一，二所所置官职数量少、官员仅十余人，内部机构简单。从二所的职官、公署

名称特点来看，文、武虽有分职，但武职或以军事为附属的职官占主体，公署机构的设置同样多为军事

服务，集中反映出二所作为军事据点、连络处的属性。其二，从官员职能角度来说，所在官员的具体职

责为边地防御、军事操练、督察地方、仓储管理，共同担负着西北边地军事防御的责任。从史籍的记载

来看，担任二所官员的籍贯分布几乎全部来自陕西行都司下的诸卫，这也与陕西三边总督官员籍贯的分

布具有一致性。即选拔“较为熟悉明朝边备及蒙古情况，能更好地处理边务”[16]的人员担任卫所官员，

特别是军事长官。此外还有镇守太监、整饬肃州兵备副使、巡抚都御史较高的上级官员会协理二所的地

方防御状况。镇夷、高台二所的职官体系是陕西行都司下诸卫所的典型，以军事镇戍为第一要务，官员

的御边成效与迁贬密切关联，流动性极大。以至于出现汉人被劫掠在虏中，遇有虏骑南下牧马的良机，

便趁机脱身而回，但“守墩官军残忍贪功，遇有到边，则伪举火炮，杀取首级，冒报功次，希图升赏”

([8]: p. 308)的恶性争功事件。 

4.1.2. 军兵构成 
二所相对固定的军兵数量是其基本的防御力量，“明初驻防河西地区的军士大致由四类群体构成：

土著之归附者、有罪谪戍者、从征官兵之留戍者、调拨来边者”([2]: p. 106)。作为“前沿哨所”，明初二

所原额人数各保持在一千余人，驻防人员以地方土著为核心，明中后期因卫所制度的衰败，卫所军籍人

员的逃亡，招募制成为兵士来源的主要方式。为应对蒙古诸部的游牧作战特点，二所形成马、歩、游兵、

守望兵的兵种配置结构，与防御工事建筑的形式相互切合，使防御工事效能更加显著。夷兵是二所兵力

另一组成部分，在吐鲁番的接连侵犯下，使关西七卫难以自立，纷纷迁入关内住牧，为二所的防御充实

了防御力量。粮税是军事防卫的物质保障，供应二所军兵的军粮补给主要来源于军屯与民运([17]: p. 42)。 

4.1.3. 防御工事 
1) 堡寨 
《肃镇华夷志》载镇夷所堡数十四处，张雨《边政考》载高台所堡数四十六处。如镇夷所清水堡，

“原发骑兵二百名，招募步兵五十名”；胭脂堡，“城东南四十五里，内设防守兵马”；临河堡，“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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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五十里，人颇富庶”。肃州卫头墩堡，“城东十里，居民不足二十余家”；上古城堡，“城东二十五

里，先年有人居住、耕牧，近无人居”；小沙渠堡，“城东南十五里，泉水浇田”([5]: p. 174)。高台所的

暖泉堡、镇羌堡、顺德堡、杨旗堡、镇夷堡，此五堡与番夷接近，多受其蹂躏，因此而废。上述诸堡大都

经历残破，或由战事、亦为经费不足等失去原有功用。巡抚都御史杨博见此残破情景，遂上疏言其事，

讲述了高台所衰败的原因及其恢复的建议([8]: pp. 388-390)。诸堡依托便利的地理条件“守护城池”，把

耕戍、驻居相统一。分布距离大致以五里为一个长度单位，彼此呼应。正如张磊所说：“为了便于军士在

卫城周边戍守、屯田。明朝便在地势险要、水源充沛、土壤肥沃之地建立堡寨”([2]: p. 42)。 
2) 烽堠 
起初，若闻有警，以坚壁清野应对，即各零庄小寨归入城堡之中，但其相距一二十里、四五十里远

近不等，至使“汉漫奔驰，卒难毕至”，极大地延误了御虏的最佳良机。因此，为能够及时、迅速地应对

敌情，巡抚都御史杨博建议：“以屯种附近之乡，或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督令共筑一墩，每墩设一总

甲提调。如警报一至，庶聚散神速，清野甚易”([8]: pp. 403-404)。加之烽堠又因其：“通计不过百金，

为费甚少随处可筑，十数人可以守”[18]。因此墩的数量众多，墩之间烽火信炮传示，由墩军轮班“哨瞭”

有“保障之务，惟恃烽堠”之说。烽堠多建在敌人常进犯之处，如镇夷所毛木城头墩，“此镇夷极边头座

墩塘，套虏潜住亦集乃湖并兀鲁乃湖，必由此过河，或劫掠肃州地方，或直至夷镇，此下为紧要冲险一

路”；硝池墩，“与肃州夜摸墩对峙，止限以河耳，亦虏所出没之处，口外冲要之地”；将台墩；“与肃

州岔口墩相对，亦险要之处”；鹅头山墩，“乃北虏出没之处”([5]: pp. 198-199)。墩以比堡体量大、更

经济、坚固的优势，被大量投建使用，时有增补，成为防御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3) 关隘 
关隘“坚固华夷之界限、内地安危所倚重焉者也”([5]: p. 180)，多傍河沟之险。如，分水岭口，“城

西北二十五里，乃渠坝分水之隘也”；千人坝，“城东一百四十里，先年贼从此出”；牛头沟口，“贼常

出此”([5]: p. 183)。各隘口设壕堑、“柞叠以扼寇害”，筑关城以“乘高击射”。关隘依地势之利所建，

易守难攻，成为一道天然的防线。 
4) 边墙 
明代，边墙即为长城的别称，是西北军防御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边墙这一防御工事，在相当

的长的时间里体现着“今过高台抚夷无虏警者，赖有北面边墙耳”([5]: p. 114)的军事防御功效率。《肃镇

华夷志》载镇夷所东长城高度一丈，墙体厚度有六尺，延伸到高台地界，与堡墩相通连，从而形成紧密

配合，提升了防御效果。 
5) 驿传 
二所的地缘位置以及军事防御体系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军需物资的补给、诏令的传达、人员的往来，

驿传系统为此提供了便捷。镇夷所领有驿站四，递运所三，急递铺十；高台所领驿、递各二，九铺。

驿传所带来作用正如王颖璇所说“加强了边境地区与中央的军事情报联系，使得军情得以上传下达，

同时也保证了前线的后勤供应”[19]。驿传系统将固定的军防构筑激活，提升了西北边地防御的战略

主动性。 
6) 后勤器械、医疗物资的补给 
镇夷、高台二所作为西北边防线上重要的军事据点，所处自然条件艰苦，易发疾病，加上要求军兵

的长期戍守与参加频发的军事战争，那么人员伤亡的救助、武器装备的更换就必须要及时获得。物资供

应来自西安府，分派办与额造两种物资补充方式。派办涵盖铁、钢、铜、铜油、漆、鹅翎、弓胎木、箭杆

等军用装备；鱼鳔、应红、密陀僧、藤黄等医疗药物，专用作负伤的救治。额造负责盔、甲、刀、弓弦之

类的作战兵器([5]: p. 125)，可见额造的目地是为作战中损失的器械进行再补充。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5.131007


吕珍 
 

 

DOI: 10.12677/ojhs.2025.131007 54 历史学研究 
 

4.2. 面临的问题 

由于明中后期财政、物资供应不稳定性加剧，加之部分官员的中饱私囊的问题愈加突出，这限制了

防御工事的建设和维护规模。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在关键防御点的选择上需做出权衡，影响了防御体系的

完整性和效率，影响到防御工事的维护和升级，导致防御工事的维护工作受阻，进而影响到整个防御体

系的效能。如，城墙的厚度、高度和坚固程度直接影响到防御能力，资金短缺往往导致城墙建设标准降

低，从而削弱了整体的防御效能。嘉靖二十六年，巡抚都御史杨博就所见高台边墙现状上疏指出，高台

所辖境内有应修而未修的边墙二十二里，念旧坍塌处，成为敌虏频入之处，造成领兵操守官的“缓不及

事”，造成防御漏洞，高台所人深受其害，兼愿合力修筑([8]: pp. 356-358)。然不同模式的防御设施之间

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相互穿插，功能互补协调，集驻守、预警、侦察、防护于一体，锲入到军民的实际社

会生活当中。 

5. 小结 

明初，朝廷在恢复对河西地区的统治后，逐步在河西地区确立了卫所制度对该地区的治理模式。镇

夷、高台二守御千户所地处河西西北，与甘州、肃州二卫东西相接，直面胡虏。作为前沿战略防御据点，

虽然实际防范能力有限，但是作为胡虏进一步深入的战略“缓冲区”，仍发挥了最初的战略构想。多样

式防御工事为此建立起有效的集预警、自保、抵抗于一体的边防措施，加之通过驿、递、铺传输官方信

息，使得二所与甘、肃二地能够连为一体，形成三角联动策应，抵制了所犯蒙古诸部的深入。二所地方

社会的发展也是河西卫所社会发展的浓缩，人口数量的变化与较多因素相关，其中，中后期的卫籍制度

的有力执行、明蒙关系的和平解决是造成人口由多而不断减少的关键性原因。屯田是河西卫所的重要内

容，在这里利用山泉、河流之便，建设了众多的小型水利工程，行之有效的水源管理防范了水源的争夺，

滋养了生命。位于东西“丝绸之路”沿线的二所，其商品贸易也较为活跃，特别是西域、山陕商人带来

“街市”经济的兴盛。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生活所需，缓解了物质上的短缺。儒学文化在河西的推广，

是国家主导思想在这一地区的根植，建立起来的教育配套举措，促使了二所在风俗、德化、人才等方面

循序渐进地改变，内地化特征显著增强，为清代的进一步置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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