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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宋军事史研究的力作
——读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
《博览群书》2006 年第 11 期
何玉红
黄宽重先生是享誉海内外学界的著名宋史学者，尤擅长于南宋军事、政治、宋丽关系和文献等方面的
研究，其早先出版的《南宋史研究集》(台北：新文丰出版， 1985年版)、《南宋军政与文献探讨》(台
北：新文丰出版，1990年版)等获得学术界的好评。
新近读到黄先生《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以下简称《南宋地方武力》，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出版，2002年版)一书，获益良多。
该书不仅开辟了宋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以独特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为今后相关问题的研究指出了
一条新的思考路径。

《南宋地方武力》一书是作者1986～2001年间发表的9篇论文汇集而成。
但内容与主题均围绕南宋地方武力展开，逻辑严密，自成体系。
除绪论与结论外，共两篇，分别为第一篇《地方军》共三章：《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
飞虎军》；第二篇《民间自卫武力》共五章：《宋廷对民间自卫武力的利用和控制 ——以镇抚使为例
》《两淮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的发展》《茶商武力的发展与演变》《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
、金、蒙政局变动下的李全、李璮父子》《山城与水寨的防御功能——以南宋、高丽抗御蒙古的经验
为例》。
作者认为，宋室南渡后，在金蒙入侵与内乱频仍的局面下，为消除外患、巩固政局，宋廷承认地方武
力的地位，并积极团结、整和民间武装力量。
这些有别于中央正规军的地方武力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地方官员筹措财源、枪械、招募当地民众，加
以组织训练的地方军，如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等。
另一类是由地方民众自筹财源、枪械，组织而成的地方自卫武力，如镇抚使、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
等。
作者分别对各类地方武力的兴起背景、财政来源、指挥组织系统、势力兴衰等做了详尽的论述，并充
分肯定了地方武力在对外抗击金蒙入侵，对内安定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 “成为维护治安、巩固政权
及稳定政局的重要力量之一。
”(第345页)事实上，对宋朝军事的研究，早在1983年王曾瑜先生就出版了《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
，1983年版)一书，分别从统兵体制、北宋禁军与南宋屯驻大军的编制、演变、指挥以及军队的招募、
装备、后勤、通信、军费、军政、军法等作了系统论述，是宋代军事史研究的佳作。
但《宋朝兵制初探》的内容主要围绕正规军与“兵制”展开，正如其题目所示，属于军事制度层面的
探讨。
与此相比较，《南宋地方武力》提出了南宋地方武力的概念，作了地方军与地方自卫武力的划分，对
各类地方武力的兴衰演变等作了细致述评。
通过对具体地方武力的个案剖析，从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呈现出南宋地方武力的具体活动轨迹与一般特
征，为我们展现出宋代军事史中不同于正规军的一面，也为我们展现出宋代军事史中不同于静态“军
事制度史”的另一面。
应该说关于南宋地方军事力量，学术界已有一定研究，如赵俪生先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
力性质的分析》(《文史哲》1956年第11 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从总体地方武力入手的研究尚付阙
如。
《南宋地方武力》是学术界首次系统论述南宋地方武力的著作，填补了宋代军事史研究的空白。

《南宋地方武力》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者将地方武力的发展置于南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宏大视野下进
行考察，进而对南宋政权的性质及宋代“强干弱枝”等传统国策作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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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在十几年前《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就呼吁开展宋代中央
与地方关系的研究。
本书正体现了作者在探讨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努力与深厚功力。
作者认为，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等均在地方官推动下成立，军费由地方政府筹措，
兵源主要来自当地的百姓，久驻一地，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为防止地方武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宋廷做出了相应的制度约束，使之既能发挥地方军的战斗力优势
，又服务于中央集权。
如名义上地方军隶属于中央；将有影响力的武将调离，而由中央委派高级军官统帅；当地方财政不能
支持地方军时，改由中央调拨；通过补充兵源，改变地方军主要由当地民众为兵源的状况；扩大屯驻
地点，定期更戍等等。
从而强化中央权威，淡化地方色彩，逐步将地方特色浓厚的地方军变为由中央掌控的调驻军。
 “这种以二元指挥的方式来领导地方军，正是南宋政府面对内外政局变化后，对北宋以来行之久远的
强干弱枝的制度所作的修正，既非完全违背祖宗家法，又能兼顾现实环境，是南宋政权发展一个有利
因素。
”(第49页)又如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宋廷改变北宋以来长期压制地方武力的政策，在边境设置
具有较大自主权力的镇抚使，虽一度产生抗金安内的效果，但镇抚使集行政、军事、财政等大权于一
身，意味着地方势力的抬头。
这与中央集权的国策相违背。
宋廷因之采取种种防范措施，至政局稳定后即予以废除。
在对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的论述中，均体现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观察视角，并在结论《南宋的中
央与地方关系——以地方武力为中心的考察》一章中作了集中的理论概括。
宋廷一方面承认地方武力并赋予其较大权力，同时又进行诸多限制，这是南宋地方武力生存的政治环
境，也体现出南宋政权的特质。
作者正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野下把握住了地方武力的时代特征，摆脱就地方武力论地方武力的局
限，显示出作者高屋建瓴的史识与匠心独具之处。

十至十三世纪，与北宋、南宋同时存在几大民族政权。
北方先后出现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西北地区出现西夏政权与
吐蕃政权，还有西南之大理政权。
各政治势力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这一时期历史演变的重要内容。
因此，宋史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宋朝历史本身，而是应在宋朝与辽、金、西夏、吐蕃、蒙元、
大理等互动关系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
还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将东亚的高丽、日本、东南亚、南亚等国包括在内。
显然，宋朝与各民族政权的互动关系，不仅仅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在于在宋朝与各民族政权互
动关系的视野下，更能体现出关注对象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效应。
在对南宋地方武力的探讨中，作者并未局限于南宋一朝的史实，而是从宋金、宋蒙乃至宋金蒙三方互
动关系中展现南宋地方武力的活动轨迹，以及南宋地方武力对宋金蒙各自势力消长的影响，既突现出
南宋地方武力的特性，又赋予其时代意义。
体现出作者打破宋金蒙朝代与疆域界限的通识才能。
“宋金关系的变化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消长息息相关。
”(第340页)当宋金关系紧张并出现冲突时，宋廷鼓励地方武力的发展；当宋金和议时，又采取种种措
施，压制地方武力。
从镇抚使的设置到废除，从鼓励两淮山水寨到约束其行为，茶商武力从叛宋到抗金角色的转换等均体
现了这一点。
福建左翼军的发展将宋蒙对峙中地方军的特性展露无遗：宋蒙交替之际，左翼军与泉州地方精英连为
一体，从自身与地区利益出发，弃宋降蒙，对时局变动的影响可谓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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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全、李璮山东忠义军的探讨中，作者更是将之置于宋金蒙三角关系中进行剖析。
当蒙古崛起，宋金势力衰退之时，李全结集山东豪杰叛金投宋，据守一地，后卷人宋朝皇位之争受到
排挤，而叛宋降元。
由于这一势力专制一方，对元朝中央集权构成威胁而受到打击，转而又叛蒙降宋。
李全、李璮父子的活动反映出宋金蒙三角关系中地方武力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政治抉择”(
第292页)；另一方面地方武力的政治取向对不同政权产生重要影响。
地方武力的兴衰与宋金蒙三方势力消长间的互动关系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欣喜的看到，作者在打破朝代界限方面的继续努力。
作者2003年发表于《暨南学报》第1期的《贾涉事功述评——以南宋中期淮东的防务为中心》一文，探
讨宋金蒙三方势力交错兴替中，贾涉这一人物的时代意义和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冲突融和。
在《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中，
作者打破唐宋界限，从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的转变中观察弓手的角色变化。
作者再次强调，在以往以王朝兴替为主的断代史研究中，由于囿于朝代界限，对长时期历史的延续与
变化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使历史现象孤立化、缺乏联系。
只有打破朝代界限，在长时段的观察与联系中才能把握历史现象的延续性与发展脉络。
至于打破朝代界限与划分时段的具体方式不同，可能会引起对历史认识的根本改变，其具有的广阔学
术前景将不可估量。
显然，在宋史等断代史研究中，打破朝代与疆域界限，不仅仅有利于史料层面上的相互补充，更在于
它是拓展视野与突显选题意义的必需。
这应该成为断代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与示范对今后的研究不无裨益。

该书第8章《山城与水寨的防御功能——以南宋、高丽抗御蒙古的经验为例》中，作者运用比较的方
法，将南宋与高丽在与蒙军作战中利用山城防御的方式、效用、策略等作了深入比较，视野开阔，深
切情理。
但作者在论述中，全部使用宋蒙战争中四川山城防御的事例。
而孟珙守蜀与余玠山城防御体系并不属于地方武力的范围。
这与《南宋地方武力》的标题似不相符。
事实上，作者将孟珙守蜀与余玠山城防御纳入地方武力进行讨论，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宋代四
川的特殊化政策。
这种特殊化政策在南宋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宋偏安一隅，四川处于边防前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成为与荆襄、江淮保卫东南安全的三大战区
之一。
“保蜀所以保东南”，是时人之共识，也是南宋整体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中央在此施行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在四川设立宣抚使、制置使制度，宣抚使等往往拥
有“便宜行事”之权，可自辟官属，权力极大；在四川实行仿照中央的“类省试”制度；在四川设置
统揽地方财政大权之四川总领所制度。
还有，南宋四川出现了吴玠、吴磷等世袭为将的武将家族势力。
诸多事实表明，南宋四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存在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特殊之处。
甚至可以说，南宋四川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存在“地方化倾向”。
基于此，就有学者对宋朝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强干弱枝”政策提出质疑。
(林天蔚《南宋时期强干弱枝政策是否动摇?——四川特殊化之分析》，载林天蔚《宋代史事质疑》，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但历史事实是，终南宋最后灭亡，除吴曦叛变之插曲外，四川始终处于中
央统治之下，始终发挥着拱卫东南安全的重要作用。
孟珙守蜀与余玠山城设防抗击蒙古就是典型事例。
因此，南宋四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诸多有别与其他地区之处，只是中央基于战略防御
的整体考虑，为有效发挥该地的战略防御作用而采取的较为灵活的措施，可称之为中央集权政策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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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化政策”，但将孟珙与余玠在四川的军事等活动归之于地方武力，似有夸大南宋四川地区军事
等“特殊化”与“地方化”之嫌，略显不妥。

总之，该书是学术界首次系统论述南宋地方武力的力作，填补了宋代军事史研究的空白。
其独特的观察视角，打破朝代与疆域界限的宏大视野，为我们指出了新的研究路径。
其方法论效应同样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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