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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先秦到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三：宗族、乡里、士大夫。
宗族是血缘组织，是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
乡里是地缘组织，它以乡官或乡役充任职事人员，管理基层社会的人户和有关各类事务。
士大夫，泛指有官职或有地位、声望的知识层。
宗族、乡里、士大夫三者的有机协调组合，形成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基层社会秩序。
官府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驭，也往往在这三者前后略有差异的配置组合及互动中不断演进变化。
一、夏商西周：基层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兼容夏商西周，大抵属于早期国家和领主制阶段。
氏族、宗族等血缘组织是这段时期社会的主体或框架，有人甚至称其为“血缘社会”。
由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应的社会地缘组织也较多出现。
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兼容，应该是夏商西周基层社会结构的共同特征。
早期国家的夏王朝，其中心腹地，一般认为是豫西和晋南。
这里大致也是夏王禹、太康、相、少康、宁、厘、桀等居邑分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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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履行镇戍职能，实行于明代省、镇地区，以营制为核心的明代省镇营兵制，在探索营司队伍编制
、兵将关系、指挥体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军制的内容。
省镇营兵制在明代中后期居主导地位，在抵御边患，维护治安方面作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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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四从省镇营兵制角度看明代地方秩序主要征引典籍及参考论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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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嘉靖间钦州恢复屯田，军、民等一体授田，系着眼于保证军饷。
时任知州的林希元奏称：“臣因查得本州洪武年间设有屯田，拨钦州千户所百户领军出种，至宣德年
间始废。
臣乃将查出各处荒地，议复立屯田招各处流民、千户所余丁及拨本州民快与千户所哨海官军，各给与
田，令其领种。
三年之后办纳税粮以足军饷以省转输，具本于嘉靖十六年奏行广东抚按衙门行二司守巡道会议。
依臣所奏，转行到州，令臣多方设法招人承种前项荒田。
及奉户部勘合，该巡按广东监察御史陈大用奏转行到州，令臣查勘荒田给与守营军快领种以给军饷。
臣承上司明文将查前项荒田再行差官踏勘，丈量明白，多方设法，招得广东潮州府、福建漳泉等府流
民何政等三十名领种田九顷，又查广东肇庆府阳江县、广西上思州等处先年移来本州赁耕人田陈林宗
等九十一名领种田一十七顷一十亩。
又招钦州千户所余丁樊元成等三十一名领种田四顷五十亩，本州民快罗佛送等六十户领种田一十二顷
，防城那苏二营旗军杨德风等五十名领种田七顷一十五亩，哨海旗军李敬等一百名领种田一十五顷。
各项共田六十五顷一十亩。
但臣愿奏每田一亩照依钦州下则官田则例每亩科米一斗七升，今据巡按御史陈大用所奏每亩科米三斗
二奏不同⋯⋯臣乃从中酌处，民快、守营、哨海旗军查照陈御史所奏，每亩减科屯米二斗；客居、军
余人户每亩照臣原奏科米一斗七升。
客居、军余一百四十八名，共领田三十顷六十亩分作二屯，日寓民上屯、寓民下屯，每屯科米二百五
十五石二屯共米五百一十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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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1年，我由辽宁义县以全县文科最好的高考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
当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南开大学历史系。
报南开大学，是考虑天津离家较近；报历史系，是出于喜欢。
1985年本科毕业，考取了著名明史专家郑克晟先生研究生。
郑先生在业务上谆谆教诲，引领我走向明史研究之路；在生活上关爱有加，如同慈父一般。
在郑先生指导下，我完成了硕士论文《明嘉靖九边营兵制考略》。
记得1988年答辩委员会的老师包括社会史学会原会长冯尔康先生、清史专家陈生玺先生、明史专家林
延清先生等。
诸位专家对我的论文写作和答辩颇多鼓励。
此后我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发表了系列论文，有几篇论文也被一次或多次转摘。
2000年，我考取了元史学会会长、著名元史及中国政治制度史专家李治安先生的博士生。
李先生对我们言传身教，其中令我受益最多的是研究方法及治学心得的讲授。
2001年，我将硕士论文及后续系列论文整理成书，题为《明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由吉林人民出版
社作为丛书之一出版。
本书对我硕士论文中有关九边设立时间的考察，稍加纠正。
2002年，我申请的天津市教委社科规划项目“明代军事制度研究”获得批准，并得到研究资助。
2005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明代中后期军事制度研究》。
李治安先生对我的论文从选题到构思，从写作到定稿，倾注了很多精力。
对我的论文全文也几度审阅批改，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
在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期间，明史学会会长南炳文先生、天津教委主任靳润成先生在百忙之中拨冗赐教
。
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了《南开学报》执行主编、史学史专家姜胜利先生等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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