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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平番得勝圖》



引 言

元朝末年，政治腐敗，天災人禍交互發作，紅巾軍起義爆發，最後明朝

（1368—1644）建立。在洪武皇帝朱元璋和永樂皇帝朱棣父子當政的明

初，國力最為強盛，版圖遼闊。在此基礎上，開始了著名的鄭和七下西洋

和陳誠出使西域的和平外交活動，在國際上，大明的聲望如日中天。

明朝的民族問題比較尖銳。在國內，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明朝與北方的

蒙古族征戰不已，使長城內外各族人民的生計遭到巨大的破壞。為解決

問題，明朝君臣一面進行武力征伐，一面也不失時機地以和平的方式解

決民族問題，最終使邊塞南北獲得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

而在反對外國入侵方面，明朝以其強大的國力為基礎，肅清了東南沿海

的倭寇，擊敗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並取得了抗倭援朝的最後勝利，保衛

了國土的完整。

明朝中後期，雖然由於政治的腐敗導致國力開始衰落，但其經濟規模可

稱世界第一。當時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現象，例如農村人口比較多地轉

入非農產業、人口流動速度加快、在一些手工業領域之內開始出現資本主

義生產關係的因素、城鎮化過程加快、市民階層興起、政治雖不清明但比

較寬鬆、“異端”思想家不斷湧現、適應市井大眾審美需求的俗文化蓬勃

而起⋯⋯所有這些似乎都昭示著中國傳統社會正在發生轉型。

西學東漸是國人頗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明代後期，西方傳教士為了拓展

羅馬教廷在東方的權益，以西方的神學體系取代歷史悠久的中國文明，

萬里東來。然而懾於明朝國力的強盛，他們被迫採取了適應中國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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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路線，並在介紹西方近代科技知識方面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成為

近代以來繼融合佛教文明之後，中國文化又一輪大規模吸納域外文明自

我更新的前奏。



【 第 一 章 】

天子守邊

永樂皇帝將實際的政治中心從江南遷徙到北京，就中

國近古歷史的發展歷程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劃時代的歷

史事件。即便在當時，僅僅是在大元帝宮廢墟之上拔地

而起的九重皇明宮闕，就已經讓所有有幸深入其內部進行

觀瞻的人們包括眾多的外國使節驚歎不已，疑為天上了。

但是，這並非當時大明帝國建設事業的全部輝煌。明初以

來以永樂皇帝為代表的幾代君臣，悉心經營著大中華的邊

疆：從管理黑龍江全流域的奴兒干都司到大明中央政府對

西藏僧俗首腦的賞賜和封授；從北方大漠草原上的亂馬縱

橫刀鋒如山，到萬里邊塞兩側飄起的悠揚的牧歌，都有力

地說明了中華民族在凝聚力方面內蘊著極度的堅忍和百倍

的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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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闕巍峨紫禁城

大明永樂元年（1403）正月辛卯，永樂皇帝朱棣在京師南京

的南郊祭天還宮，很快就接到了禮部尚書李至剛等人十分熱忱

的建議，提出將北平建為都城。永樂皇帝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肯

定，頒詔以北平為京師即首都，並改北平為北京。四年以後，永

樂皇帝下令正式營建新的都城，包括作為宮城的紫禁城。一些

政府官員諸如工部尚書、戶部侍郎等被賦予材料準備方面的重

任。不久，大批的木石磚瓦開始絡繹不絕地從江浙、湖廣和四川

等地通過水陸兩路運進北京，而北京城內外不少地方，也被用

來作為貯存或加工

材料與燒造建築構

件之所，諸如現在

仍然在使用的台基

廠、琉璃廠、大木

倉等街巷地名即緣

於這些工程活動。

長達數年的運輸過

程充滿了令人難以

想像的艱辛。比如

曾被後來至京的帖建極殿後雲龍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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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兒帝國使節所驚歎的刻有龍紋的石塊，即紫禁城內宮殿前後

御路上的雲龍階石，其中最大的一塊長十六點五七米，寬三點

零七米，厚一點零七米，位於謹身殿（後改稱建極殿，清改稱保

和殿）之後須彌座高台正中的御路上，重達二百餘噸、原產自北

京南面的房山。為將巨石運入禁城，朝廷徵發民夫數萬人，騾

馬數千匹，墊以滾木，人拽、馬拖，謂之“旱船”；又沿途掘井百

餘口，於嚴寒季節在路面潑水使其結冰，以減少摩擦力。如此，

這方巨石方寸步前移，入至宮禁。

大規模的材料採辦、運輸和加工過程持續至永樂十五年

（1417）方暫告一段落。這一年，永樂皇帝命泰寧侯陳圭負責主

持北京宮殿營建工程，至此，營建工程方全面展開。

元大都在十三、十四世紀之時，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宏

偉壯麗而又規劃十分謹嚴的都城，以致於馬可．波羅曾感歎找

不到更動人的語彙去勾勒她宏偉壯麗的身姿。但是，在明軍攻

克大都，將蒙古貴族逐往漠北之後，這座被改名為北平的古城

逐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是因為防衛北元軍事貴族南侵的需要，也由於兵燹之

後城北部更為破敗，當時駐在北平的大將軍徐達遂下令拆除元

大都之北城牆，南移約二點五公里，建築新城牆，開設城門兩

座，東曰安定門，西曰德勝門。東、西兩邊仍以元城牆為界。

變化之二，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拆除了元大都宮殿群，因



大 明 流 煌
12 輝煌時代

為此乃亡國之“韃虜”所居，甚不吉利。明初宋訥作《壬子秋過

故宮》詩，其中說：“上林春去宮花落，金水霜來御柳黃。虎衛

龍墀人不見，戎兵騎馬出蕭牆。”昔日的錦宮玉樓變為斷壁殘

垣，可見元故宮廢墟的破敗景象。

因此，明初北京營建工程的基調乃是在元大都之規制基礎

上，使北京新城向南拓展，並營建新的九重宮闕紫禁城。

繼北端城牆確定之後，明初在原南城牆以南約一公里處修

建了新的南城牆，開設城門三座，中曰麗正門（後改稱正陽門）、

東曰文明門（後改稱崇文門）、西曰順承門（後改稱宣武門）。帝

京之輪廓大體由此確定。至明英宗正統年間，由太監阮安、工

部尚書吳中等督轄的數萬軍民夫役業已將京師九門城樓建設完

畢。除上述南北諸門以外，東有東直門、朝陽門；西有西直門、

阜成門。雉堞羅列，城樓聳峙。九門惟有正陽門遺留至今，另

有德勝門箭樓尚自兀立，但九門名稱仍沿用到現在。

由九門所確定的這個範圍，在明世宗嘉靖皇帝以後，又被

稱為內城。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蒙古韃靼部時常入侵京畿，威

脅京師安全，嘉靖帝遂決策環帝京而築外城，敕諭陳圭、陸炳

等一干臣工提督工程。終因財殫力痡，這項規模宏大的工程很

快即被放棄，只有京師之南總長二十八華里的一段外城牆被建

築起來，並將內城東南和西南兩個城角涵圍其中。原來建於南

郊的天壇和山川壇（後改稱先農壇），也被圈進了城中。外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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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設三座城門，為永定門、左安門、右安門。東設廣渠門、東便

門；西設廣安門、西便門。

京師位置的南移，也使得紫禁城的位置南移約五百米。為

避免什剎海阻斷中軸線，遂將元大都中軸線東移了大約一百米。

京師內和宮城之內的主要建築均坐落在這條中軸線上，左右兩

廂的建築物基本對稱，突出了皇權處於控馭天下的政治中心的

地位。這次南移，是一個深思熟慮和頗具政治意味的設計—

元大內延春閣舊址已經被暴露在明宮城玄武門之外。營建者將

挖掘御河與南海的泥土盡皆堆積其上，使之成為明皇城內的一座

近年復建的永定門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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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山”，名曰“萬歲山”，取其大明江山永固、福祚長存之義。

山上林木蔥鬱，鶴舞鹿鳴，秀亭獨立，成為俯瞰全城之最高處。

越萬歲山而北，鐘、鼓兩樓南北聳峙，鼓樓闊大，鐘樓毓秀，成

為中軸線的北端。嘉靖以後，隨著外城的修築，中軸線向南越

過正陽門，延長至永定門，總長達六公里。

就歷史綿長的中國文化而言，任何時代的文化都首先是對

前此文化的繼承，在此基礎上開始新的創造。北京的皇宮建築

在設計上繼承了《周禮》傳統的五門三朝之制。這種沿襲決非

僅僅體現了禮制所規定的尊卑等級觀念，還由此而光大了中華

民族在營建宮殿群落方面具有的起伏錯落、平中見奇的空間組

合藝術。

一般而言，皇宮包括皇城和宮城即紫禁城兩部分。根據《日

下舊聞考》的記載，明皇城的北門是北安門，東曰東安門，西曰

西安門。根據《考工記》“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宮室建造原

則，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天安門廣場，在明清兩代為一 T 字形封

閉型廣場。在廣場兩側宮牆之外，分佈著明代重要的政府機構，

東有吏、戶、禮、兵、工部，宗人府，欽天監，鴻臚寺等，西設五

軍都督府、錦衣衛、太常寺等。承天門（清改稱天安門）之東，

建有太廟，為供奉與祭祀明皇室祖先之處，是為左祖。承天門

之西建有社稷壇，以祭祀土地五穀之神，是為右社。廣場的正

南端，作為皇城第一道門，單檐歇山頂的大明門（清改稱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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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繪《北京宮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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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民國改稱中華門，1958 年拆除）比較低矮，其內東西兩側則

有千步廊及東、西向朝房各百十楹，皆連檐通脊，綿延而北。狹

長幽深的廣場十分逼仄，北望承天門，惟見正中一塊十分局促

之處。而北行近金水河，廣場忽向東西方向分別延展，東有長

安左門，西有長安右門，視野豁然開朗。但見五座漢白玉石橋

臥波如虹，重檐歇山頂的承天門紅牆黃瓦，崇樓彤扉，盡入眼

簾，氣象雄渾，震人心魄。其南近御河處，一對華表分立東西，

其上雲龍紋雕鑿圓潤，通體潔白如玉，為莊嚴的廣場平添一絲

秀麗之姿。

承天門為皇城正門，仿《周禮》皋門而設。“皋，告也，王居

外朝，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所以承天門即成為逢國家大慶典、

覃恩之時頒佈詔書之地，屆時於堞口正中，以木雕金鳳銜詔書

而下，承以朵雲之盤，舁以龍亭之輿，恭送禮部，再將旨意傳宣

各地。明清之時，凡吏部、兵部月選官掣籤，禮部會試試卷磨勘

等均在廣場內舉行。每年秋審則由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

理寺在長安右門內對全國各地死刑案件進行復審，故民間稱其

門為“虎門”、“死門”。而每三年一次的慶祝朝廷取士的“傳臚

大典”在紫禁城內舉行完畢之後，須將臚列新科進士姓名、甲

第的大金榜抬出長安左門張掛。一甲一名進士須披紅掛彩，由

儀仗和官員們簇擁著遊行街衢，故長安左門又被稱為“生門”、

“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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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天門與其北的端門之間形成了一塊方形廣場。端門阻

擋了北望禁闕的視線，使宮殿群更富於層次，也使人們將近宮

闕的感覺更為強烈。

在經過了比較平淡的端門廣場之後，豁然而見一開闊的長

方形廣場，其盡頭，雕甍翹首、金脊橫空的午門巍峨聳立。作

為紫禁城正門，午門呈倒凹字形，重檐廡殿頂。巨大的墩台上

方正中建門樓一座，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周易》乾卦九五爻

辭：“龍飛九五。”故九五之數乃為皇權象徵。墩台兩翼各有廊

廡十數間，俗稱“雁翅樓”。其兩端建有重檐攢尖頂的方亭。誠

所謂翼以兩觀，傑閣四聳，故俗稱五鳳樓。中樓左右有鐘鼓亭，

每遇皇帝出巡等活動則鐘鼓齊鳴。

入午門，只見院落疏朗開闊，兩側廊廡整齊，氣氛遠比午門

午門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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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緩和。內金水河呈弓形自西而東流過，既可用於宣泄雨季帶

來的大量的宮中積水，亦為宮殿的消防帶來了充沛的水源。五

座漢白玉石橋橫臥其上，襯以四周的紅牆黃瓦，色彩十分明麗，

層次豐富。隔水北望奉天門（後改稱皇極門，清改稱太和門），

上覆重檐歇山之頂，下築白石須彌之基，為大明皇帝御門聽政

之處。雖然建築體量不大，但頗為壯麗，為最終的建築高潮做

了十分恰當的鋪墊。

經過起於大明門的三華里多的這一連串建築藝術上的抑

揚頓挫，終於迎來了工程建築藝術的高潮。奉天門內，左有文

華殿，右有武英殿。廣場北端正中，約五米高的漢白玉台基上，

由南而北依次矗立著奉天、華蓋、謹身外朝三大殿。重檐廡殿

頂的奉天殿（後改稱皇極殿，清改稱太和殿）紅牆黃瓦、朱楹

金扉，乃國內現存最大的木結構建築，自廣場地面至殿脊高約

三十五米。其巨大的體量使其氣勢端凝，宏偉沉雄，深沉而不

失平和，壯闊而不失寧靜，恰到好處地體現了包裹在寬仁厚澤

外衣之內的皇權至上的統治觀念。殿內天花板五彩隔塵，金碧

輝煌。正中設一覆斗式金漆蟠龍藻井，龍頭下探，口銜象徵皇

權的軒轅鏡，球中心正對穿過皇帝寶座的子午線。奉天殿為皇

帝與群臣舉行大慶典和大朝會之處，諸如元旦、冬至、萬壽節、

皇帝大婚等慶典，以及取士傳臚之典、命將出征之儀、接見外

國使節等等，均在這裡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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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朝謹身殿之後，是一個完全吻合黃金分割律的長方形廣

場，它既是外朝三殿高潮的終結，又是內廷三宮新高潮的起點，

巧妙地避免了建築語言的平鋪直敘，構成了視覺藝術在縱深方

向上的跌宕起伏。廣場東有景運門，西有隆宗門。北端正中而

南向者，為內廷正門乾清門。乾清門為單檐歇山頂建築，坐落

在漢白玉須彌石座上，環以雕石欄杆。門兩側矗八字形琉璃照

紫禁城奉天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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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壁心及岔角以琉璃花裝飾，花形真且自然，花色美而端麗，

使略顯呆板的宮殿群開始有了一絲活潑的生活氣息。

內廷亦如外朝三殿而建三宮，但與外朝的建築氣氛迥然不

同，這裡是帝王與后妃居住之所。其主殿為皇帝寢宮乾清宮，

重檐廡殿頂，面寬九間，進深五間，亦合九五之數。乾為天，為

帝；其後的坤寧宮為皇后寢宮，坤為地，為后。“清”、“寧”皆

為頌揚帝后之辭。《周易》坤、乾兩經卦上下相重而成一別卦，

即泰卦。故兩宮之間滲金圓頂的圓形建築（此據劉若愚《酌中

誌．大內規制紀略》。清改建為四角攢尖頂）名為交泰殿。內廷

建築的佈局也基本上是東西對稱。在後三宮兩側，分佈有妃嬪

紫禁城乾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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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東、西六宮和皇子們居住的東、西五所。

內廷中最富生活氣息之地為御花園。御花園位於坤寧宮

之北的中軸線上，佔地約一萬二千平方米。疊石為山，名曰堆

秀。金香、玉翠諸亭秀麗錯落；清望、曲流館閣結宇幽邃。珍

石羅佈，花木扶疏，玲瓏別致，疏密有度，體現了非常高超的

造園藝術。

紫禁城共佔地七十二萬多平方米，各型房屋九千餘間，建

築面積十五萬多平方米，四周建有十米高的城垣。城上四隅均

有角樓高聳，紅色樓體坐落於須彌座之上，周邊繞以漢白玉石

欄，其結構十分精巧，號稱“九樑十八柱，七十二條脊”，由多

個歇山頂組成複合式屋頂，上覆明黃色琉璃瓦，配以灰色的城

垣，倒映在環城的碧水之中，綽約動人。

紫禁城的營建蘊含著中華文化傳之彌遠的歷史傳統，例如

陰陽觀念。外朝為皇帝處理國務之所，為陽，故居於南；內廷

為皇帝與妃嬪生活之區，為陰，故位於北。依照五行觀念，中

央為帝王控馭天下之象徵，其行為土，其色為黃，故宮絕大部

分建築均施以黃琉璃瓦。五行有相生相剋之理。火生土，火色

赤，故宮牆殿牆皆塗以紅色。由古及今，此類紅黃相配之色始

終是中華民族最為喜愛的用於喜慶的基礎裝飾色調。木剋土，

木色青，故宮城之內除御花園以外，皆無樹木花草。雖然不盡

合科學道理，但也比較有效地防止了因雷擊而失火的可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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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午門之外皇城以內御路兩側的行道樹，皆為帝制被推翻以後

所植。

據《明史》記載，紫禁城的營建總共役使了約十萬工匠和百

萬民夫，用去十幾年的時間，直至永樂十八年（1420），方基本營

建完畢。近六百年之後的今天，故宮作為世界建築史上不可多

得的傑作，仍然矗立在北京的中軸線上。

天子守邊

早在北京紫禁城營建之前的十數年，一座巍峨壯麗的禁城

宮闕已經在鐘山之麓拔地而起。這就是洪武皇帝朱元璋登極的

京師南京的皇宮。

自諸葛亮形容大江之畔的南京為“鐘山龍蟠，石頭虎踞”

之後，南京似乎便成為天然的帝王之都，歷史上對她的稱頌之

辭數不勝數。洪武皇帝的文臣諸如馮國用、陶安等輩，皆據之

以建言定鼎於此，認為據其江山形勝而必能平定四方。然而自

秦始皇掃除六合以來，凡是建都於南方的政權，幾乎毫無例外

地具有偏安一隅的性質。出身淮右布衣的洪武皇帝在他未登極

之前足跡不出江淮，但他既然有志於重新一統天下，其治國韜

略便不能不越過波濤滾滾的大江。他曾決定以汴梁（今河南省

開封市）為北京，實行兩京制，繼之又垂青北平，認為以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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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業之本可以控馭“胡虜”。而其麾下的不少開國功臣則不願離

開故土，他們的勢力在此已經盤根錯節，擔憂北遷將喪失既得

利益，兼之客觀上當時的北方破敗不堪，漕運艱難，故北遷之

議未成。直至晚年，洪武皇帝仍欲遷都北方，皇太子朱標為此

而銜命赴關中考察。孰料太子壯年而逝，洪武皇帝為此悲傷難

抑，最終老死金陵，孤獨地長眠在鐘山之中。

同歷史上其他王朝一樣，大明帝國也自始至終身陷各種

民族矛盾之中，其集中之體現，莫過於所謂“北虜南倭”。所謂

“北虜”，乃是對漠北元朝殘餘勢力的蔑稱。在大都城為明軍

南京明故宮午門墩台上仍保留著明代柱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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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以後，元順帝攜其后妃太子逃奔上都。當時北元實力依然

比較強大，控弦數十萬，其屬下的幾支軍事勢力或分或合，數

次向明朝進攻，企圖攻克故都，再進中原，嚴重威脅明朝的統

一大業。遠在南京的洪武皇帝對於北元勢力從未表現出絲毫

的懈怠。一方面，洪武皇帝在近邊要害之處封授諸皇子以守之，

並在此後的漫長時代裡形成了九座軍事要塞，並修築長城，形

成一條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綿亙萬里，烽堠相望的北方

防線；另一方面，洪武皇帝整頓部伍，尋機出塞殲滅北元的有

生力量。

洪武二年（1369），明軍攻佔元上都，元順帝妥歡帖木兒逃

遁至應昌府（治所在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南）。根據《明太祖

實錄》的記載，翌年，徐達、李文忠等率領明軍分道北征。四

月，元順帝病死，其子愛猷識理達臘即位，是為昭宗。五月，李

文忠率領的明軍晝夜兼程，攻克應昌，俘獲順帝之孫買的里八

剌等，元昭宗逃遁。

昭宗至多是北元的一面精神旗幟，真正對明朝北邊造成嚴

重危害的是元末左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本名王保保）。大

都被明軍佔領後，原駐守太原的擴廓帖木兒敗走甘肅，企圖攻

佔西北重鎮蘭州，為大將軍徐達所敗，擴廓帖木兒僅與妻、子

等抱持浮木渡過黃河，逃至和林（今蒙古國哈爾和林）。

但是擴廓帖木兒很快即還以顏色。洪武五年（1372），身經



25天 子 守 邊

百戰的徐達等將軍率十五萬大軍分三路揮戈和林。中路徐達

派遣都督藍玉領兵先出雁門。藍軍在野馬川擊敗小股北元騎

兵之後，隨即兵進土剌河（今蒙古國土拉河）畔。擴廓帖木兒

與元將賀宗哲合兵，於嶺北與明軍展開激戰，大勝，數萬明軍

屍橫漠北。明軍此役失敗之慘，使洪武皇帝錐心刺骨。《草木

子》說他自言一生有三件事情沒有辦成，其中之一即是“王保保

未擒”。

北元在歷史上的終結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這一年，

已經升任大將軍的藍

玉指揮部隊積極向呼

倫貝爾地區運動，尋找

北元主力進行決戰。

一路上克服了嚴重缺

水等困難，在四月份進

抵風光如畫的捕魚兒

海（今內蒙古東部貝爾

湖），在此殲滅了北元

主力，繼元昭宗之後嗣

位的可汗脫古斯帖木

兒等幾十騎逃遁。至

此，北元勢力分崩離 明太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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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終於在洪武末年放棄元朝國號。

此後，蒙古族逐漸分裂為瓦剌、韃靼和兀良哈三部，其中

瓦剌部活動在科布多河流域（在今蒙古國西部），韃靼部活動中

心在和林（今蒙古國哈爾和林），兀良哈的活動範圍則在韃靼部

以東、黑龍江以南的廣大區域之內。永樂皇帝即位之後，蒙古

各部特別是瓦剌和韃靼部不斷南下侵擾，兵戈相向。如果仍然

以南京為京師，勢必對邊疆軍情反應遲緩，在調兵遣將、徵發

夫役方面產生嚴重困難，甚至貽誤軍情，無法應對戰事，使國

家的統一遭受嚴

重的威脅。而更為

直接的一個問題

是：永樂皇帝在他

發動的“靖難”之

役獲得成功之後，

遂將駐藩長城之

北大寧（治今內蒙

古寧城縣西）的寧

王朱權徙封至江

西南昌，而將大寧

衛所轄邊地分別

賞賜給隨寧王助明成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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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靖難”的兀良哈三衛部眾，又封授其各大小酋長以都督僉

事、指揮、千戶、百戶等職。此番慷慨之舉使大明帝國頓失東

北屏藩。洪武間曾在今內蒙古托克托縣設置東勝左、右衛。思

慮歧出的永樂帝命令將東勝左衛遷至今河北盧龍，而將右衛遷

至今河北遵化，由此而造成了薊遼同宣府和大同兩個軍事重鎮

的戰略隔絕。這個嚴重後果，永樂皇帝應該在後來有所發現。

因此，為加強對北方邊疆的控馭，有效抵禦蒙古勢力的南侵，

必須將統治中心果斷北移，遷都北京。相比這個理由，其他原

因皆屬次要。就孤城而言，北京的地理形勝自然不能同虎踞龍

蟠的南京相提並論，然而在大格局上南京卻無法與北京比肩。

《天府廣記》形容北京形勝是“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

濟，北枕居庸”。由此向西跨越冀北山地可馳騁於蒙古高原，直

面號稱控弦百萬的蒙古各部；向東穿越狹長的遼西走廊可縱橫

於白山黑水之間，溝通與東北各族之間的聯繫。遷都的決心一

旦確定，性格剛烈的永樂皇帝一面力排眾議，處分反對遷都的

官員，一面先後五次自晉、蘇、浙等九省移民萬戶至北京，並徵

發大量民夫疏浚京杭運河，使之暢通無阻，以利漕運。大規模

的營建京城和宮城的活動也應時而起，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那

樣。永樂十八年（1420），宮城營建基本竣工。第二年，明王朝正

式遷都北京，以南京為留都，實行兩京制度。自此，“天子守邊”

的政治統治格局完全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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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守邊，至少在永樂時期名副其實。《明史．韃靼傳》記

載，永樂皇帝曾數次遣使韃靼，賜以銀幣，但是這番通好之心

顯然未被韃靼接受，出使韃靼的給事中郭驥被害。永樂帝大為

震怒，命令大將軍丘福等率領精騎十萬北征韃靼。當時（1409）

的韃靼汗是繼鬼力赤汗之後而立的本雅失里，在與明軍接戰前

他曾同瓦剌征戰敗北，逃至臚朐河（今蒙古國克魯倫河）一線，

而鬼力赤之故地已降於大明帝國，形勢對明軍十分有利。然而

自負的丘福被韃靼軍逐漸引誘渡過臚朐河，被突然殺出的韃靼

大軍團團圍困，明師全軍覆沒，丘福等五位將軍魂斷漠北。韃

靼部氣焰更盛，明朝東北、山西沿邊衛所不得不堅壁清野，嚴

防韃靼入寇。

敗報傳至北京，永樂皇帝更加憤怒。永樂八年（1410），永

樂帝在北京大閱視師，《明太宗實錄》說皇帝的軍陣綿亙數十

里，戈甲旗旄，輝耀蔽日，在場的瓦剌使者對此場面十分驚駭。

永樂帝北出德勝門，率領五十萬大軍親征韃靼。五月初，明軍

北渡臚朐河。此前自詡為元朝嫡裔的本雅失里與其部下阿魯台

明代銅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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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殘殺，本雅失里西奔至兀古兒札河（今蒙古國烏勒札河）。

永樂帝盡選精銳騎兵向北追擊，兩軍在成吉思汗始興之地的斡

難河畔遭遇，永樂皇帝親登山嶺指揮明軍突擊。本雅失里倉皇

窮迫，僅以七騎渡河而遁，後為瓦剌馬哈木等所殺。明軍乘勝

回師東南，在位於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部的靜虜鎮與阿魯台

部展開激戰。永樂皇帝再一次展現其強悍的作風，率領精騎大

呼衝擊，矢下如注，阿魯台墜馬，遭到慘敗。冬十二月，表示屈

服的阿魯台遣使向朝廷貢馬，歸順明朝，受封和寧王。

在明軍與韃靼血戰之時，活動在蒙古西部的瓦剌卻乘勢而

起，向明朝顯示其不臣之心。於是永樂帝再次籌劃方略，徵調

部伍，親征已經南渡臚朐河的瓦剌。永樂十二年（1414），明軍

在忽里忽失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以東）同瓦剌主力展開決戰。

《明太宗實錄》記載此次戰役十分慘烈：六月初七，永樂帝駐

蹕高阜，指揮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炮，斃瓦剌數百人，然後

率鐵騎追擊；又以大炮轟擊瓦剌右翼，死者無算，其左翼也在

明軍的奮勇馳擊之下潰敗，馬哈木等宵遁至土剌河，其大帳幾

近解體。明軍也損失慘重，永樂帝班師回朝。

永樂二十年（1422），和寧王阿魯台所部在經過數年的休養

生息之後，羽翼逐漸豐滿起來，並將其影響擴展至瓦剌諸部，

開始復向南侵。是年三月，阿魯台襲陷興和（治今河北張北縣），

明守將都指揮使王煥遇害。永樂皇帝隨即自北京率軍第三次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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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屈烈兒河（在今內蒙古烏蘭浩特西北）戰敗阿魯台，迫其

遠遁外蒙古，俘獲大量人、畜，焚其輜重兵器。

翌年七月，阿魯台再次犯邊，六十四歲的永樂帝以老病之

軀第四次親征塞外。由於阿魯台已為瓦剌打敗而遠遁，永樂帝

遂率部返回京師。

永樂帝最後一次發動的出擊塞外之役， 是在他在位的第

二十三年（1424）。是年正月，阿魯台兵侵大同、開平，永樂帝隨

即在北京、宣府一線集結大軍，於四月開始向北尋找韃靼決戰。

但是天子之師並沒有與阿魯台的大帳相遇。在班師的途中，永

樂帝病逝於多倫之北的榆木川。

儘管頻繁的北征使明初的人力、物力遭受了極大的消耗，

然而明軍堅決地以武力對抗南侵的蒙古割據勢力，對於促進國

家統一，溝通邊疆與內地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保障各族人

民和平往來，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而永樂皇帝對於戰役的

精心策劃和親冒矢石，為此後二三十年間北部邊疆的基本安定

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雖然堅持以武力守邊的明初帝王也曾疾呼“驅逐胡虜，恢

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然而在堅持朱明皇室統治中華的前

提之下，明朝至少是明初帝王一反元代民族歧視政策，更加注

意對邊疆少數民族進行安撫，努力形成一個和平發展的新局面。

《明史．食貨志》記洪武皇帝告誡其子孫對周邊少數民族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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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兵輕犯。永樂皇帝也曾明確提出“華夷一家”的民族政策，希

望邊疆各族民眾永安生業。蒙古三部形成以後，明朝政府雖然

不時與之兵戈相向，但並未放棄和平解決問題的努力。即使在

一般認為是積貧積弱的明朝中後期，上述方針也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貫徹，體現了明朝君臣對於如何使各民族和睦相處以臻於

天下大治的苦苦思考和不懈追尋。

嘉靖初，韃靼蒙古達延汗去世，他在生前以強大的武力將

大漠南北統一在韃靼的約束之下。此後，俺答成為韃靼實權人物

之一。當嘉靖二十一年（1542）前後，俺答勢力獨盛，多次侵犯明

邊，其危害程度已遠遠超過昔日瓦剌的也先可汗。《明史紀事本

末．俺答封貢》記載俺答入寇朔州、廣武、長子等地，擄掠了十

衛三十八州縣，殺戮男女二十餘萬，搶奪牲畜二百餘萬頭（隻），

焚毀房屋八萬餘間，蹂躪良田十萬頃。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

月，俺答又麾師自古北口南侵，並進圍京城。時明廷朝政腐敗，

武臣怯懦，任憑俺答之兵蹂躪京畿，史稱“庚戌之變”。

蒙古民族由於主要採取遊牧生產方式的關係，日常生產和

生活的物資比較缺乏。因為戰事不斷，明朝邊庭人口離散，經

濟凋敝，漢、蒙兩大民族區域之間的通商互市也被徹底中斷。

此間俺答汗曾經數次請求明廷准許貢市貿易，但明廷或因其擄

掠而拒之，或殺其使臣，皆未能實現。俺答屢次興兵寇邊，也有

此原因在內。但是俺答也十分清楚，蒙古各部並沒有奪取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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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的實力，因此，惟有同漢地民眾和平相處，方能夠比較

長久地保全自己在蒙古各部中的強盛實力。

嘉靖皇帝死，隆慶皇帝登極。他雖然也是個懶皇帝，在位

六年之中，總共與朝臣只說了兩句話。但內閣首輔高拱、大學士

張居正卻也恰好藉機在內政、外交上進行比較全面的整頓，一

面著力加強北邊防務，一面尋機同韃靼開展封貢貿易。

隆慶四年（1570）冬十月癸卯，韃靼蒙古一行十人頂著塞外

寒風向大同疾奔，欲叩關請降。大同巡撫方逢時派出騎兵將以

把漢那吉為首的一行人眾迎進關城。

俺答之妻一克哈屯生有三子，幼子鐵背台吉年輕時去世，

其遺子把漢那吉遂由一克哈屯撫養成人。把漢那吉多智善辯，

俺答為其娶大成比吉為妻；夫妻不相能，把漢那吉遂自聘兔扯

金的之女。俺答長女啞不害之女三娘子，容貌十分美麗，已經

蒙古草原生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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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鄂爾多斯部訂立婚約。俺答愛之，遂奪而娶之。儘管此為當

時北方少數民族婚俗，鄂爾多斯部對此仍十分憤怒，欲起兵以

報奪妻之仇。俺答對其的補償是將兔扯金的之女與之。把漢那

吉既不滿祖父娶三娘子，更不接受自己新婦被奪的現狀，遂與

妻大成比吉、舊僕阿力哥等馳奔大同敗胡堡請降。儘管一些邊

吏反對接納把漢那吉，頗具政治眼光的宣大總督王崇古卻以為

此奇貨可居，可以之脅迫俺答以明之叛人趙全等交換。如不果，

亦可使把漢那吉招其舊部遷居近塞之處，以削俺答之實力。待

其死，可以將把漢那吉送回韃靼，助其與新汗相抗。

但是更富有遠見卓識的還是張居正。他在寫給王崇古的信

中說：把漢那吉來降一事關係重大，制敵之機即在於此。張居

正令王崇古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以防範強敵，派人以溫言告訴

俺答：我們不會殺死你的孫子，他得到了朝廷很多的賞賜。你

如想要他回去，理應言辭謙恭地向大明投誠，或斬我大明叛人

趙全等以謝；並向天盟誓，兵馬不入大明邊塞，大明即以禮送你

的孫子回去。你若是興兵來犯，我宣府、大同兵強馬壯，我等

你來打！

把漢那吉在邊關的確受到了熱情的招待。他被授予指揮使

之職，阿力哥也成為正千戶。《明史紀事本末．俺答封貢》記載

俺答之妻一克哈屯心疼自己一手帶大的孫子，擔憂他的安全，

對俺答怨憤不已。俺答亦愛其孫，遂勒兵十萬向邊塞運動。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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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此，一則因明朝政府近年來整頓邊防較有成就，邊備已經

得到修飭。在東南沿海地區平定倭亂的軍事領袖譚綸、戚繼光

被調到塞上，委以練兵之責。戚繼光以三千戚家軍為中堅，在

邊防部隊中進行新陣法的訓練，使每一個作戰單位都成為戰車

與步、騎兵多兵種相互呼應、冷熱兵器相互配合的機動堡壘，

賦予單純依託長城進行消極防禦的傳統戰法以嶄新的積極防禦

的意義。而長城敵台也開始修築，使長城的防禦功能更加立體

化。二則把漢那吉身在大明邊關，韃靼投鼠忌器。三則韃靼因

多年戰爭亦損傷極重，日常生產和生活物資極為缺乏。四則蒙

古各部之間、蒙古族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也是矛盾紛紛，互相

爭殺。因此，俺答亦如張居正、王崇古，看準其孫降明的事件

實是與明朝議和、重開貢市貿易之契機。《明史．韃靼傳》說俺

答隨即逮捕了曾為其攻明出謀劃策的趙全等十幾個大明叛人押

送邊關，遣使請求大明賜封，並請允許在邊塞開設馬市。而把

漢那吉則對這一段邊關生活戀戀不已，與王崇古等感泣拜別，

一身緋袍金帶回到了祖父、祖母的身邊。俺答喜不自勝，上表

拜謝。

根據王崇古的建議，隆慶皇帝頒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屬

下各級首領也得到相應的封授。雙方議定在沿邊關口之外互市。

韃靼蒙古每年朝貢至京師，而作為皇帝的賞賜，韃靼所得到的

回報則大大超過了貢品的價值。《明史．鄭洛傳》云美麗而有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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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三娘子盡力輔佐年老的俺答，主持貢市貿易，各部皆受其

約束。韃靼人心向背，半繫三娘子。部下有掠奪邊民者，俺答

必施以懲罰。張居正、王崇古的外示羈縻、內修守備的戰略取

得成功，而明朝邊關防務亦不斷增強，邊塞遂得安寧。

萬曆九年（1581），俺答病逝，萬曆皇帝特賜祭七壇、彩緞

十二表裡、布百匹，以示優恤。《明史紀事本末．俺答封貢》謂

三娘子及俺答長子黃台吉上表貢馬表示感謝。萬曆皇帝命黃台

吉襲封順義王。當時韃靼有父死子得妻其後母之俗，黃台吉於

是欲納三娘子。俺答晚年時，三娘子掌兵，在蒙古各部矛盾糾

葛之中逐漸成熟。她非常羨慕內地文化，時常到宣大總督吳兌

家裡做客，吳兌也將她以女兒看待。部落中有欲犯邊者，三娘

萬曆皇帝的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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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往往提前通報邊關早做準備。黃台吉乃一勇夫，且已老病，當

然不為風姿綽約的三娘子所喜，遂率眾西走，以致貢市停頓。

當時的宣大總督鄭洛派人去勸三娘子道：你如歸黃台吉，大明

以夫人封授予你，如不然，你不過是一個普通婦人罷了。三娘

子表現出平衡大局的風範，聽從勸告，由此避免了韃靼部分崩

離析的危險。黃台吉受此恩惠，開始真心與明朝和好。

萬曆十四年（1586），第二代順義王黃台吉去世。此前三年，

把漢那吉亦去世。精明的三娘子欲以自己的兒子與把漢那吉之

妻大成比吉成婚。但是此事受到原俺答舊臣恰力克的阻撓，使

黃台吉之子扯力克娶大成比吉，於是扯力克的實力有所增強。而

作為扯力克繼母的三娘子則築城別居，明朝政府賜名為歸化，

即今呼和浩特。精明的宣大總督鄭洛隨即派人去對扯力克說：

三娘子已經歸順朝廷，你如能同三娘子合聚，大明即封授與你；

否則，即封贈他人。扯力克於是盡逐諸妾，在草長馬肥的十月

同三娘子成婚。如此，扯力克部也直接隸屬於治軍有法的三娘

子之下。扯力克襲封了順義王，而三娘子被封為忠順夫人。此舉

比較有效地避免了原俺答各部的分裂，以及由此帶來的各部不

斷南侵的可能。

由於張居正、王崇古、三娘子、吳兌、鄭洛等傑出人物的

遠見卓識和雙方堅持貫徹隆慶和議，使得明朝中期的邊界乂

安。自薊州以至甘肅的固原、張掖，長城沿線的百姓和樂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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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生息，不見烽煙六十餘年。這種對建立和諧民族關係的

理性思索和實踐追尋，不僅一時之主政者在竭力倡導，在民間

的一些有識之士那裡也得到了由衷的響應和稱詡。“自古學棋

嫌盡殺，大家和局免輸贏”。徐文長的這兩句《胡市》詩力主民

族和睦相處，不爭輸贏，無疑是對傳統民族理論的一種矯正

和昇華。

經營東北

其他地區的民族關係以及邊防建設方面，在明代也開始出

現了比較可喜的局面。

當察哈台汗國滅亡以後，地處西北的新疆地區各族不相統

屬，各為其政。明朝政府對此實行積極聯繫、羈縻撫慰的政策，

堅持與當地各族在朝貢制度下展開貿易。自明初起，先後在新

疆地區設置蒙古赤斤、沙州、哈密、安定、曲先、阿瑞、罕東、

罕東左等衛，統轄東起嘉峪關西、西北達新疆巴爾庫山的廣大

地區。

永樂初，哈密內亂，首領忠順王安克帖木兒卒，永樂帝封

授居留內地的安克帖木兒之侄脫脫為忠順王，並以周安為其長

史，使之西返哈密，安定地方，掌握了對忠順王以下官吏的直

接任命之權。由此，西北地區在比較長的時間內實現了不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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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的政治局面，邊疆在各族民眾的共同努力之下也得到進一步

開發。

西藏在明代被稱為烏斯藏。繼元朝對西藏進行了成功統轄

之後，大明帝國對這一地區的統治沿襲了傳統的政教合一的辦

法。洪武時期，眾多藏族地區僧俗首腦人物紛紛抵達京師朝貢

並請封。朝廷收取了他們繳上的元朝敕印，頒發其嶄新的大明

敕印。洪武皇帝在號稱河湟雄鎮的河州（治今甘肅臨夏市）設置

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下轄烏斯藏、朵甘和河州三衛，負責管理整

個藏區。此後烏斯藏衛、朵甘衛升為行都司。明朝政府在康藏

各地亦設置元帥府、招討司、萬戶所、千戶所等，鎮守地方。

宣德年間明政府佈施給西藏拉薩寺院的銅鈴、銅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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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藏傳佛教盛行的關係，地位高貴的大喇嘛已經成為西

藏社會政教合一的主政者。明朝政府採取了尊重藏區宗教信

仰、以僧俗化導世務的政策，承認元朝對高級僧侶所頒授的封

號和官職。喇嘛教噶舉派之章陽沙加監藏在洪武六年（1373）

受封為國師。這一封授對調解藏區各派之間的矛盾起到很好的

作用。與之同時，宗喀巴改革宗教制度，創立了黃教。明朝政

府以封其為“西天佛子大國師”，封授其弟子釋迦大慈法王的舉

動表示對宗喀巴的堅決支持，黃教於是在西藏大興。而自蒙古

俺答汗尊黃教領袖索南堅措為“聖識一切瓦爾齊達賴喇嘛”之

後，從此方有達賴喇嘛之稱號。俺答汗又勸說索南堅措向朝廷

請封，於是，明朝中央政府也允准了索南堅措的請求，給予其

賞賜，並封授他為大國師。烏斯藏各級僧官在中央政府的任免

之下，逐漸形成了自法王、西天佛子大國師以至都綱、喇嘛等若

干等級的僧官制度，同對宗教領袖的封授一起，成為明朝中央

政府統轄西藏的政治基礎。而茶馬貿易的開展，也在很大程度

上保障了西藏僧俗各等級的經濟利益，藏族以及宗教上層人士

咸尊明室，自當不足為奇了。內地與西藏的各種必要聯繫更加

廣泛深入，漢藏各族民眾對於彼此的了解也開始進入了一個更

為全面化的時代。

明朝帝王對民族地區經營最為成功的當屬東北地區。而在

明初，蒙古軍事貴族的實力在東北還比較雄厚。元木華黎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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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哈出擁眾數十萬， 數次兵犯遼

東，直逼金州。為切斷納哈出勢力

與北元的聯繫，明朝政府開始積極

經營東北。洪武八年（1375），改遼

都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下設撫順

以南和廣寧至開元一線二十五衛。

在相當於今內蒙古哲里木盟南部

以及河北承德地區設置了對於安

定北邊具有重要意義的北平行都

司。這一部署比較有效地實現了洪

武帝的初衷。洪武二十年（1387），

大將軍馮勝率明軍二十萬進攻納

哈出，先後築城於寬河（今河北遷

安喜峰口）、會州（今河北平泉縣南）、富裕（今平泉縣北）及大

寧（今內蒙古寧城西）等地，納哈出屈服於明軍所展現的強大力

量，向明軍投降。洪武皇帝在大寧設置了都指揮使司，將這塊

地區牢牢控制在自己的卵翼之下。納哈出受封海西侯。這位蒙

古族猛將後來病死在南征的途中，為鞏固大明帝國的統一貢獻

了自己的寶貴生命。

在這一遠比今日東北廣袤得多的地域之內，女真族無疑是

一個主角。海西女真的活動範圍在今哈爾濱以東阿什河流域及

洪武二十三年造“遼海衛中千所百戶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