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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夏农牧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研究的空间范围基本上局限于今日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区，
时间跨度是新石器时代至清朝灭亡的1911年。
本文是在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又吸收前辈学者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不仅注意到文献资料真实性的辨别，而且对于实地考察的成果也格外重视；为了
能够达到论说充分的效果，本文还注意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如在上篇论述“水利建设与农地的垦殖
”时，我们对于每个朝代的灌溉面积和农地垦殖面积都尽量推算出具体的数据，以便能够纵向把握水
利建设与农地垦殖的发展总趋势，另外，文中所列大量表格也是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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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维慎，男，1964年生。
陕西大荔人。
1986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9年，宁夏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并于东北师范大学获
历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博
士学位。
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主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副主编、研究员，陕西省三五人才。
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中国历史地理以及文物的研究，先后在多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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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明一代，政府的主要边患有二：一是东南沿海的倭寇，一是北方的蒙古部落。
为了能够有效地抵御蒙古铁骑的不时骚扰，明王朝在北方的军事用马大量增加，因而与元朝相比，明
代宁夏畜牧业的经营类型更加多样化。
明代西北地区的畜牧业，从经营方式上可分为官办监苑畜牧业、军卫畜牧业和民间畜牧业；而当时宁
夏境内的畜牧业，在前三者的基础上还要增加藩王畜牧业一项。
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官办监苑畜牧业　　官办监苑畜牧业虽在宁夏南、北皆有分布，但主要分布在宁夏南部，
且与藩王畜牧业呈犬牙交错的状态。
马是骑兵的基础，而骑兵又是冷兵器时代各兵种的最强者，故“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政在马”。
明太宗朱棣也指出：“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
”是知马政在国家军政事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官办监苑是指由明王朝官方经营和管理的养马场，这里孳生的马匹主要用作军用。
太祖洪武六年（1373），明王朝始设太仆寺，作为官办监苑的最高管理机构；洪武三十年（1397），
明王朝又设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并规定了牧马草场。
永乐四年（1406），明太宗设“苑马寺于陕西、甘肃，统六监，监统四苑”。
实际上，这一年在陕西、甘肃苑马寺下各先设置了二监，每监先设置了二苑；具体地说，在陕西苑马
寺先设了长乐、灵武二监，长乐监先置开城、安定二苑，灵武监先置清平、万安二苑。
苑马寺的管理人员有卿、少卿、寺丞等，而牧监的管理人员则有监正、监副等。
苑依草场的广狭和马匹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
其具体的牧养方式是“春月草长，纵马于苑，迨冬草枯，则收饲之”。
永乐六年冬十二月，又“增设陕西苑马寺威远、同川、熙春、顺宁四监，并前长乐、灵武为六监。
以开城、安定、弼隆、广宁四苑隶长乐监，清平、庆阳、定边、万安四苑隶灵武监，武安、陇阳、保
川、泰和四苑隶同川监⋯⋯”至此，陕西苑马寺六监二十四苑设齐；其中在宁夏境内者，有隶属于长
乐监（在固原城内）的开城苑（固原头营）、广宁苑（固原城内）、黑水苑（固原黑城）、安定苑（
盐池安定堡），隶属于灵武监的清平苑（彭阳城）、武安苑（灵武县境）。
这一时期，陕西苑马寺（治今甘肃平凉市）的养马数只是大概数字，正如史籍所载：“永乐间复于平
凉设苑马寺⋯⋯平凉地广，善水草，马大蕃息，牧常数万匹，足充边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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