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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现海等编著的《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提出“中国边疆假说”理论，指出边疆作为文明交流的中介
，具有与中心地带同等重要的作用：历史研究应纠正以往仅仅将边疆视为附属地带或单纯破坏者的观
念，改而通过边疆看历史，即“边疆主体”观念。
中国北部边疆处于中原王朝、北方民族长期争夺之地，关系南北政权兴衰之根本，可称为“核心边疆
”。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在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借鉴了区域社会史研究观念，提出“长城制度史”
研究模式，从地理与制度两个层面，首次从整体上对长城军事制度进行了系统考察；讨论了处于核心
边疆的明代九边军镇建立、发展过程，长城建筑与防御模式的兴起与变化，及其与明朝政权兴亡、东
北亚地缘格局变化的关系；得出了“得核心边疆者得天下，失核心边疆者失天下”的结论，从地理的
角度，对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给出了整体性的诠释；并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检讨了明代九边长城军镇
防御模式对于近世中国疆域界定与近代化进程的整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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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78年生，河南杞县人。
1996～2005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博士学位，指导教授是赵轶
峰先生。
2005～200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合作教授是赵世瑜先生。
200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是明代长城史。
2011～201 2年韩国首尔大学访问学者。
在《中国史研究》等海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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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蒙古高原的北方民族，多有从西域甚至更西北之处迁移而来，统治蒙古高原，对中国北
部边疆构成重大威胁者，如突厥、回纥皆如此，也有大量考古材料与研究成果持匈奴亦起源于亚洲西
北之说法。
14世纪晚期，蒙古帝国统治下的欧亚大陆政治秩序正发生巨大变化，当明朝取代元朝之际，西域及其
以北的广阔地带北方民族也趁蒙古汗国宗主国衰落、瓦解之时，改变着亚洲内陆地缘政治格局。
其中与明朝直接相关者有三大势力，一为在蒙元汗位争夺中的失势力量，即窝阔台后裔、蒙哥后裔、
阿里不哥后裔，皆居于蒙古高原西北部；一为西部蒙古势力，即明朝所称“瓦刺”者，元时居于阿尔
泰山麓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的西北部；一为西域察合台汗国势力，当时已分裂为东察合台汗国
、帖木儿帝国。
当北元遁人大漠之后，非忽必烈系黄金家族后裔联合瓦刺势力，开始向东南挺进，但其势力仍局限于
漠北地区，在洪武晚期发展至漠北东部，这才有了脱古思帖木儿汗为也速迭儿所杀之事。
但另一势力，即西域蒙古，不仅未趁岭北之役的时机进取东方，而且终洪武一代，也未东进，也即未
对明初西北边疆经略产生直接影响。
这在于其与帖木儿帝国的长期内战使其无暇东进。
　　东察合台汗国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向西进攻帖木儿帝国，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东察合台汗国与西部帖木儿帝国，本来同属一个国家——察合台汗国，哈马鲁丁以非黄金家族的
身份篡夺汗位，不仅遭到了国内诸多政治势力的反对，而且帖木儿帝国标榜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也
对哈马鲁丁的正统性构成了威胁，无论从统一察合台汗国的角度，还是从维护汗位的合法性角度，哈
马鲁丁皆将西进河中，统一察合台汗国，剪除异己势力作为东察台汗国首要的战略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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