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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賴建誠的《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

(以下簡稱《邊鎮》)在二○○八年四月由臺北聯經出版。據《邊鎮》的封面，該

書收為《中央研究院叢書》並「榮獲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專書補助」；而據《邊

鎮》中的「序言」，徐泓譽為「可說是繼黃仁宇之後的又一具重要學術價值之力作。」

(頁 i) 

《邊鎮》共分三篇，篇前有「序」，篇後有「後記」、「參考書目」、「附錄」、「索

引」。第一篇一至二章，大抵為本書的「前言」；第二篇三至十二章是本書的重要

論述；第三篇十三至十四章，大抵為本書的「結語」和「問題的引伸」。若說到本

書的優點，請看徐泓的「序言」，(頁 i-iv)及卜永堅的書評(《明代研究》第十一期，

台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8.11)，頁 165-171。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 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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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該書出版以後，震動史林，今趁課餘之便，瀏覽了一遍，卻發現不少的

錯誤。 

 

二、書中「引文」的錯漏： 
 
頁 段 行 原文 校文 

3 3 7 萬。天 萬。……天 

6 1 6 眾，請 眾，而請 

31 1 4 各三 穀三 

   ；布 ；紬絹布 

  5 茶、鉛 茶、礬、鉛 

38 1 7 之費 之數 

41 2 2 (1:21-2) (1:22-3) 

   現 今 

  3 投徒 投徙 

  4 可漸 可冀漸 

 3 1 本年 但今每年 

  2 餘收 餘數 

  3 難，繼 難繼， 

44 1 4 并各 并提 

53 2 6 百十 百一十 

  8 八十五 八十四兩三錢二分 

91  4 田志 田制 

93 1 4 薊鎮得其六，永鎮得其四 迨二鎮既分，薊鎮得其陸，永鎮
得其肆。 

96 3 2 定邊 定各邊 

  4 復： 覆 

  6 廢異 廢棄 

  8 嚴旨 嚴督 

103 4 4 銀十 銀一百十 

104  1 (銀)十 (銀)一十 

  4 多，兼 多，……兼 

 1 5 加給。 加給見在太倉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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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八年。 八年一年。 

109 1 3 經略，總督 經略、總督 

  4 ？曰 ？或曰。 

   朵順 朵頤 

  5 兵力 主兵 

  6 跋歷。荷耒耜乃 跋歷荷耒耜。乃 

 3 7 糴。 糴所在之粟入所在倉廩而已。 

  8 以致 以故 

110 1 3 三年 三稔 

  5 初至此者 初至者 

  7 經理， 經理之分， 

   終於無益 終無益 

 2 5 之鎮 之領鎮 

111 1 5 河東 先年河東 

  7 源，委 源委， 

   不清 不法 

  8 原奏 原奉 

  9 一律 一體 

112 2 3 行東 行役東 

  4 計，本 ，計本 

 3 3 督會 督令 

  5 反深 臣反覆深 

113  7 具歸數 具數 

 1 7 後，然 後，如果成業，然 

 2 2 講營 議營 

114 2 5 人役僧徒，願 人役，僧徒願 

  7 給與，由帖 ，給與由帖 

115 3 3 補賠 賠補 

131 3 2 盧容 盧睿 

   銀十 銀一十 

  3 騰貴 騰湧 

   准米二 准二 

133 1 1 10 日 10 月 

  2 副邵 副都御史邵 



282  林燊祿／書評：《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 

   江南 一江南 

   侵討 侵剋 

134 1 2 者已 者──農民── 

  ５ （頁 2） （頁 2-3） 

135 2 2 巡撫 巡撫都御史 

  4 侵慝 侵匿 

137 3 1 正德五年 (正德)五年 

138 1 3 私販 私興販 

 2 2 添搭 添撘 

 4 6 院最 院量 

139 3 1 各州 至各州 

  3 處，所 處所，以 

140 3 1 正德七年 (正德)七年 

141  1 科豆 料豆 

 1 5 運送 運赴 

 2 3 嘉靖三 (嘉靖)三 

 3 1 近來 (萬曆九年)近來 

 4 1 正德十年 (正德)十年 

  4 嘉靖九年 (嘉靖)九年 

   總督題 總督王瓊題 

142  2 准於河南 (弘治十年)准於河南 

   撥一百 改撥 

  4 分二， 分，二起 

  5 本部覆 (嘉靖九年)本部覆 

  6 百十六 百一十六 

 1 1 嘉靖六年 (嘉靖)六年 

  2 吏等人 吏人等 

 2 2 三年 七年 

  5 嘉靖三十三年 本(嘉靖三十三)年 

  6 方錢 方鈍 

151 2 2-3 浙江(嘉、湖、杭)與直隸(蘇、
松、常、鎮) 

浙江嘉、湖、杭與直隸蘇、松、
常、鎮 

153 1 5 復各 復石 

156 2 7 惡，人 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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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2 2 灤可 灤河 

  3 計二十 計三十 

159  2 庚戌後 庚戌虜犯之後 

 1 1-2 若夫開，以便漕者 若天開以便漕者 

  4 河資，運直 河資運，直 

 2 2 袤一百 袤百 

  5 光緒昌平志 光緒昌平州志 

 3 2 即此我 即此。我 

160  2 者二十 者三十 

 3 5 糧十 糧一十 

  7 挑濬運船，或 挑濬，運船或 

161  1 精壯二 精壯軍二 

 1 5 餉，撥 餉，每車百輛，撥 

  6 糧十 糧一十 

 3 3 銀十 銀一十 

162 2 2 軍領域兌 軍領兌 

163 1 1 遼都 遼右都 

  2 運米 運糧米 

  3 倉，糧米始 倉糧米，始 

 4 3 百十 百一十 

 5 1 據車戶、張宣 據車戶張宣 

164 1 4 (於) 於 

 2 1 62-4 63-4 

 4 1 二月 二湖 

   十萬 一十萬 

165 4 2 撫河南 巡撫河南 

  3 奏：預 奏：……一預 

167 1 6 麥穀 穀麥 

  7 屯田自給，……頗有贏餘，
今後不需轉運 

上諭戶部臣曰：遼東海運歲不
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贏餘，今
後不須轉運，令本處軍人屯田自
給。 

168  1 惟有遮 惟存遮 

169 3 8 漂沫 漂沒 

171 1 5 …… 又內外各衙門多派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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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窮困 困窮 

 2 1 二十七萬七千三百四十五石 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 

  4-5 一萬二千一百五石 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 

  8 漕糧，又 漕糧本色，又 

 3 1-2 十四萬八千八百十五石 十四萬八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 

  3 共該漕糧十四萬 共該漕糧一十四萬 

180  4 相輔相行 相輔而行 

181 1 3 如舊 如舊制 

182 2 2 正課所餘 正課外所餘 

   正統年間 洪武初制 

  4 (弘治年間)由是以餘鹽補正
課，而鹽法一小變 

自弘治時以餘鹽補正課…… 

183 1 5-6 夫販私煎 夾販私煎 

  7 許贊 許讚 

184 1 3 以數買 以收買 

   名曰屯戶 名曰囤戶 

203 4 5 請復餘鹽 請復開餘鹽 

204 1 5 支用者 支用 

205 2 4 增引也 增引價也 

   非廣為 非為廣 

 3 1 但勒戶部 但勅戶部 

 4 2 渭崖 渭厓 

  4 成化年間 成化間 

 5 1 耕嫁 耕稼 

  3 則安 然則安 

  4 為何不行 為何而不行 

   利歸邊民 則利歸邊民 

  5 輸銀銀於戶部 若輸銀於戶部 

   謹守敝法 謹守弊法 

   太宗令典 太宗之令典 

206 3 3 而不能已 而不能已也 

211 3 5 河以北 河淮以北 

  6 一歲之邊境，未嘗求 一歲之用，邊境居未嘗求 

212 1 2 十污其七 十虧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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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法干浙(折)其四 鹽法十折其四 

   民運十逋二 民運十逋其二 

  6 取給屯田 取給屯糧 

  8 之，非得已也，舍 之，舍 

216 2 6 今估依擬 今姑依擬 

217  1 本部行銀 本部行據銀 

 1 4 年例未發 年例銀未發 

 4 3 給放下半年 給放，下半年 

  4 若議改， 若議改放， 

   共損一萬 共損一萬餘 

218 1 9 送陝西 運送陝西 

 3 2-3 五十兩 五十兩七錢 

  3 兵馬銀□□四百兩 兵馬銀七千四百兩 

229 1 3 犯臧 犯贜 

  5 重複 重復 

 2 5 照收，補數 照收補數 

 7 1 指揮以下 指揮以上 

   閏各照支歲 閏各照歲支 

  2 每米折 1 石 每米 1 石 

230 5 6 壯士一食之費 壯丁一餐之費 

  9-10 掌印、本管、指揮 掌印本管指揮 

 6 1 《會計錄》卷 《會計錄》17 卷 

232 2 4 支銀 3.8 兩 支銀 3.84 兩 

 3 3 支本色 支放本色 

233 1 6-7 進行，旨在 進行旨在 

234 3 3 不通胥至 不通，胥至 

  6 跋屨 跋履 

  7 鋤 鍤 

242 1 6 難禦其地；耕稼 難禦；其地耕稼 

243 3 5 永寧之海 永寧之海冶 

  6 而已。……其間墩台 而已。其間墩臺 

  7 延以相 延引以相 

  8 甚勞費 甚勞費者 

 4 5 太少 太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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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目力可及 目力可相及 

244 3 2 而在外 而在於外 

245  2 精神消已 精神消磨已 

 1 2 盡地 畫地 

  8 之境。為今 之境。……為今 

 3 1 守河築堡，堡為陷民之穽也 今泛然而築，茫然而守，是以堡
為陷民之穽也。 

  4 又有暇論哉 又何暇論哉 

246 1 3 方及修築 方及時修築 

 4 5 攻我，豈能 攻，我豈能 

  6 數十遲，砍掘數刻 數十，遲砍掘數刻 

 5 2 一賴以保障 一時賴以保障 

  4 採邊為艱 採辦為艱 

248 6 2 尤難。萬 尤難。……萬 

  4 以遠為若 以遠役為苦 

  5 昔撫臣 時撫臣 

 7 3 一放不可復 一放不可復聚 

   銀已散 銀粮已散 

249 1 4 樽節 撙節 

 2 2 等堡 等土堡 

  5 厚額 原額 

250 2 1 邊防要務 防邊要務 

  4 二十萬兩。 二十萬。 

  6 舊貫，防秋止 舊貫防秋，止 

  8 三百九十六丈 三百大十八丈 

   應增修一千一百九十九丈 應增修一百九十丈 

 4 2 之，非 之，力絀時艱，非 

  4 給賞 給價 

   採擇 採辦 

251 1 1 閩，淛 閩、淛 

 2 4 則此 如此則 

 3 2 家樓，四面 家樓，高五丈，四面 

  3 器械鏃糧 器械餱糧 

  4 邊將愚 邊匠率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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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3 3 收頂七尺。實台 收頂七尺。……實臺 

   天柵 天棚 

  4 將致墩門 將至墩門 

  8 可以守。如 可以守。……如 

   乞勒兵部 乞勅兵部 

 4 2 或千、真 或于真 

   准如數 准其如數 

253 1 4 怨咨隨典 怨咨隨興 

  5 若墩設立 若墩既設立 

  6 攝虜之心 懾虜之心 

   奪虜氣 奪虜之氣 

 2 1 臣待罪 臣等待罪 

  7 擁眾突入 擁眾數萬突入 

 3 3 如足堪 如果足堪 

254 6 1 宣、大邊 宣、大大邊 

  4 以城鎮 以鎮城 

255 1 4 若過後 若止徙 

  6 女嬙 女墻 

256 1 4 二十四萬兩之費 二十四萬之費 

 2 3 雨水淋衝 雨水衝淋 

259 2 1 嘉靖二十九年 (嘉靖)二十九年 

 3 1 又本山 又慮本山 

  3 合南 合將南 

  6 邊工告成 邊工告完 

 5 1 查得三鎮各題 查得三鎮雖各題 

 6 1 哨所軍人 哨守軍人 

260 1 3-4 四萬二千二十八石七斗 四萬二千二十八石七斗零 

  5 三萬一百二十四石一斗 三萬一百二十四石一斗零 

  7 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九錢 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九錢一
分 

  8 該部查 該部議 

261  1 八兩八錢 八兩八錢零 

 3 1 修造營房 該造營房 

  3 兩，派 兩，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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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現有 本鎮見有 

  4 一萬八千四十 一萬八百四十 

262 2 3 主軍餉 至軍餉 

264 2 2 嘉靖十四 (嘉靖)十四 

  3 三萬一千五引 三千一百五引 

269 1 5 除各餉朋合外 除客餉朋合外 

270 2 4 又摘發 又摘撥 

 4 5 尚書侶鐘 尚書佀鐘 

272 2 2 應合要插 應合安插 

  3 以示伏恤 以示優恤 

 4 3 數百萬 數十百萬 

273 2 3 官費銀 官賞銀 

   秋軍又 秋畢又 

294 4 3 軍單弱 軍士單弱 

296 2 3 度支大門 度支之門 

  6 之軍耗弱矣 之軍盡耗弱矣 

 3 2 嵩。鍊 嵩。……鍊 

297 1 8 語余 語余曰 

  9 不相加遣 不相加遺 

299 2 3-4 禁格 禁革 

  4 務所司 務令所司 

302 1 3 束手無策 束手無措 

  3 以後不再 以後再不 

 6 3 則納者侵 則□者侵 

  4 收銀與官軍 收銀給與官軍 

304 3 1 日者起運 日者各處起運 

  3 朋事 朋車 

  4 廢馳 廢弛 

 4 2 免起車量 免起車輛量 

305  2 募之兵有增，而無減歲額之
派。 

募之兵有增而無減，歲額之派緣
舊以加新。 

 1 2 與其食不足 夫與其食不足 

  3 歲正稔 歲正當稔 

 5 4 買補採馬 買補摻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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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1 3 頁 12-5 頁 14 

  5 自(目)今 目今(評按：現今之意) 

  6 貧殘 貪殘 

307 2 2 不疆 不疆(彊) 

 3 2 當國計者 司國計者 

308 1 3 靡 糜(靡) 

   其省費 其於省費 

   庶有小補 庶有少補 

 2 4 謂嘉靖初年 率謂嘉靖初年 

 4 2 一官之俸數 一官之俸 

   有逃之 有逃亡 

  3 一節冗俸， 一節冗俸，以勵軍職 

  5 官員貧塞者多 官員貧寒者多 

309  1 咸裒矣 咸裒益矣 

312 1 16 則何患其哉 則何患其寡哉 

 2 5 今之懾虜者 今之攝(懾)虜者 

313 2 1 島夷航海至，其 島夷航海，至其 

316 1 5 稍異，虜強，一也 稍異。虜強，一也 

  5 北直虜廷 北直虜庭 

  6 卒情而玩 卒惰而玩 

 2 1 治要疏 治安疏 

  4-5 強壑 強敵如驅群羊于猛虎，納生人于
溝壑 

  6 20 年 20 人 

 3 4 勾考裁(捐) 勾考裁損 

317 1 4 姑務偷要 姑務偷安 

  7 整飭戎事，以伐 整飾戎事，亦足以伐 

 

三、書中「內文」的錯漏： 
 
頁 段 行 原文 校文 

23 1 1 頁 1161 頁 1162 

44 1 4 并各舉司 并提舉司 

88 1 4 明實錄纂 明實錄類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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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3 1 屯田制研 屯田制度研究 

117 1 3 民運糧  屯田糧 民運糧と屯田糧 

  4 山西商人  研究 山西商人の研究 

   民運糧      納銀問題 民運糧とその納銀問題 

131 3 10 山西商人  研究 山西商人の研究 

147 1 2 河運期      地方的海運 河運期における地方的海運 

173 7 2 河運期      地方的海運 河運期における地方的海運 

176 2 3 作了補； 作了補充； 

179 2 5 卷 32 對 卷 32-33 對 

184 2 13 明代鹽商  一考察 明代鹽商の一考察 

265 1 3 倉廋 倉庾 

266 1 7 明代馬政  研究 明代馬政の研究 

268 2 3 明代馬政  研究 明代馬政の研究 

  5 防衛體制  研究 防衛體制の研究 

   翁萬達  嘉靖年間  馬市 翁萬達と嘉靖年間の馬市 

269 2 2 椿朋銀 樁朋銀 

311 4 1 練兵修議疏 練兵條議疏 

 

四、書中「表格」的錯漏： 
 
表 欄 列 原文 校文 

2-1 3 11 60,078,326 60,978,336 

 4 6 4,232,140 4,282,140 

  7 4,248,815 4,249,815 

2-3 3 5 白臘 白蠟 

 23-1 15 46,902 46,900 

  21 白臘 白蠟 

 23-2 11 經濟 經紀 

2-4 2 2-3 官吏監生支奉米約 官吏監生約支俸米 

  6 支銀 支折俸并折絹布銀 

2-5 2 2 正德 15 年(約) 正德十三年-嘉靖六年(約) 

 2 3 嘉靖 15 年 嘉靖七年 

 1 4 及前數年 及以前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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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3,957,166  

3-1.3 1 18 客兵年例銀 客兵京運年例銀 

 2 13 111,402 引 111,402 引，該銀 39,076 兩 5 分 

3-2.1 2 4 38,619 38,069 

  10 101,293 100,743 

  21 2,500 2,005 

  28 原無額派 原無 

3-2.2 3 2 3,301 4,301 

3-5.2 2 9 578 558 

  10 129 兩 128 兩 8 分 

3-7.1 1 7 夏稅糧 夏稅秋糧 

 2 24 3,100 53,100 

3-7.3 2 15 76,777 兩 76,778 兩 5 錢 

3-8.3 1 2 現額馬步官軍 現額 

  4 現額馬驢 現額 

 2 8 418,860 石 418,860 石、草 600,000 束 

3-9.3 1 2 現額官軍 現額 

  4 現額馬驢 現額 

 2 11 1,031 1,030 兩 4 錢 

3-10.1 1 12 733,460 377,460 

3-10.2 3 1 26,942 26,943 

3-10.3 1 2 現額官軍 現額 

 2 13 1,416 1,046 

3-11.2 3 4 119,884 119,861 

3-12.3 1 17 折布銀 布折銀 

3-13.2 1 11 本色糧 本色糧料 

 3 3 5,216 5,170 

  7 3,222 3,221 

  9 4,335 4,334 

3-13.3 1 2 現額官軍 現額 

  4 現額馬驢牛 現額 

4-1 2 3 逐減 遂減 

  21 始足額 始足原額 

  23 本鎮，上納 本鎮上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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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牧馬、草場 牧馬草場 

  51 (2)於時 於時 

  53 田望黃沙 四望黃沙 

  62 或料糧 或科糧 

  68 嘉靖初 嘉靖初年 

4-5 4 9 365,245 365,240 

5-1 2 1 軍需例 軍需舊例 

  13 疋奇 疋有奇 

  24 民運仍 民運則仍 

  38 共 20,746.5 兩 共 20,704.901 兩 

  38.1  其山東、河南民運銀 113,746.5 兩+ 

  49 486,060 疋 486,060 石 

  50-51 不等腳價 不等連腳價 

  73 王綸 王輪(綸) 

  80 糧米 糧每 

  81 有奇 有零 

  82 分該省 分撥該省 

6-3 2 12 督府 督撫 

7-1 2 7 130,420 11□,420 

  16 正德年 正德八年 

  23 派鹽 派鹽銀 

   鹽不足 鹽引不足 

  24 補。 補之。 

  35 不越萬 不越 8 萬 

  40 兩浙鹽 150,000 引，該銀
57,150 兩 

兩浙鹽 150,000 引，該銀 45,000

兩；兩淮鹽 127,000 引，該銀 57,150

兩 

7-2 2 12 和縣 西和縣 

7-3 2 19 缺糧料 缺乏糧料 

  24 價。 價召中。 

  45 兩。 兩 5 錢(工本鹽) 

 3 29 【用】 給 

  30 □ 浙 

  34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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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卯應 那應 

7-4(c) 3 3 84,491 引 84,498 引 80 斤 

  10 22,929 引 22,928 引 

  11 20,631 引 20,633 引 

  17 493,618 493,625 

  25 以上每引錢 3.5 錢 每引銀 3.5 錢 

8-1 2 4 正統 6 年 正統八年 

  10 499,984 409,984 

  21 兩，始 兩始， 

  24 293,995 兩 393,995 兩 

  26 自成化 主兵銀自成化 

  37 45 年 (嘉靖)四十五年 

  41 45 年 (嘉靖)四十五年 

  58 23 年 (嘉靖)二十三年 

  59 加至 19 萬 加至 18、19 萬 

  62-63 9 萬 5 千兩 10 萬兩 

  66 年間，發 年，間發 

  67 後遂定 茲後遂定 

  80 正德 10 年 正德十一年 

   發銀 11 萬 發銀 10 萬 

9-1 2 13 令吏 令史 

  15 千戶 千、百戶 

  19 折奉 折俸 

  20 折奉 折俸 

  24 副史 副使 

  25 副史 副使 

 

五、書中「參考資料」的錯漏 
 

頁 行 原文 校文 

332 9 徐日久集 徐日久輯 

333 20 渭崖文集 渭厓文集 

335 1 開中法  占窩 開中法と占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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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9 體制  研究 體制の研究 

 

六、其他 
 

1. 《邊鎮》頁 17，把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列為「奏議集」。(評按：《世法錄》

卷 60「遼陽」附有些許文章，亦非全為奏議。) 

2. 《邊鎮》頁 39：「(5)欄 20 內有 400 萬石米(按：即漕糧)折銀後也可值百萬銀兩。」

(評按：漕糧改折通常是 0.5 兩/石，百萬兩數是過於低估。) 

3. 《邊鎮》頁 41、第二行：「支出 4,078,235 兩，赤字 125,491 兩。」(評按：支

出是唐文基的數字，但唐「補發【評按：歲】用不敷銀 119,558」有誤，應為

109,558，故《邊鎮》雖修正了唐「赤字 120,500 餘兩」為「125,491 兩」，但

仍誤，實應為 115,491 兩。 

4. 《邊鎮》頁 53：「(2)本色地畝綿花絨三百四十六斤。(3)永平府歲解(綿)花三百

四十六斤。」(按：(2)即(3)，(3)應改為(a)。 

5. 《邊鎮》頁 72、表 3-8.2「原額」(4.1)：山西米麥豆 418,860 石，該銀 37,500

兩。(評按：應為內本色 68,860 石；折色 150,000 石，該銀 37,500 兩。) 

6. 《邊鎮》頁 89、注 1：「洪武三年：『中書省言』」(評按：原文為「明年，中書

省言」，故應為洪武 4 年) 

7. 《邊鎮》表 5-1、頁 121、第一行：「分該省(甘肅)」(評按：明代無甘肅省，

甘肅鎮在陝西省) 

8. 《邊鎮》頁 189-192，「事由」項常與「准開鹽引數」項內容相混。 

9. 《邊鎮》頁 194、第三段、第三行：「合計有 3,590,333 斤(原書作 3,770,473 斤，

計算錯誤)。」(評按：應為 3,710,393 斤，二者皆誤) 

10. 《邊鎮》頁194、第三段、第五-六行：「額鹽3,727,177斤(計算錯誤，應是3,512,145

斤。)」(評按：原文無誤，《邊鎮》誤) 

11. 《邊鎮》頁 194、第三段、第六行：「鹽軍有 1,174 名。」(評按：此數在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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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政志」，非卷 3「兵食志」) 

12. 《邊鎮》頁 195、第一行：「共額辦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斤十二兩(123,990.12

斤)。」(評按：應為 123,990.75 斤) 

13. 《邊鎮》頁 231：「第三，最低階的現職軍人，月支米 1 石，只能折銀 9 釐。」

(評按：月支米 1 石是本色，折銀 9 釐是折俸銀。著者誤) 

14. 《邊鎮》頁 274、第二段、第一行：「遼東鎮有遼陽等 54 倉」(評按：應為 57

倉) 

15. 《邊鎮》頁 274、第二段、第一行：「薊州鎮無此項」(評按：薊州鎮有 14 倉，

《會計錄》卷 18，頁 722) 

16. 《邊鎮》頁 274、第二段、第五行：「宣府鎮有『宣府在城倉』59 倉」(評按：

應為 62 倉) 

17. 《邊鎮》頁 274、第二段、第六行：「山西鎮無此項」(評按：山西鎮有 35 倉

《會計錄》卷 25，頁 900) 

18. 《邊鎮》頁 274、第二段、第六-七行：「延綏鎮有『清水堡倉』等 35 倉」(評

按：應為 33 倉) 

19. 《邊鎮》頁 298-299，著者止舉薊鎮為例，其實各鎮皆有編制，而薊鎮最高

為 74 員，取平均數為 70 員則毫無根據。 

20. 《邊鎮》頁 301、第一段、第五行：「怎麼會有充足的時間撈回成本呢？」(評

按：應加上利息和利潤) 

 
七、總論 
 

這是一本著者認為發見了別些歷史工作者忽略了的重要資料王國光《萬曆會

計錄》，選取了有關十三邊鎮的記錄(萬曆十年前後)，另加以魏煥《皇明九邊考》 

(嘉靖十年、嘉靖十八年前後) 、《武備考》、潘潢〈查核邊鎮主兵錢糧實數疏〉、

楊俊民〈楊司農奏疏〉(萬曆二十一年)及茅元儀《武備志》(萬曆三十年)討論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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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年到萬曆三十年間邊鎮的兵馬錢糧數。(頁 7) 

著者認為明代敗亡的主要原因是邊鎮糧餉引致政府財政的危機，(頁 4)著者

所討論的時段則較之任何時段都為重要，甚而萬曆末期之後也不能與之相提并

論。(頁 5-7)可是著者并沒有將邊鎮糧餉與錢穆所言的亡明主因內府、宗藩、冗官

(頁 3-4)作一財政問題的討論；而《西園聞見錄》引管志道曰：「天下有三大憂，而

宗藩居其一焉；其二則邊防、河患是也。」(頁 4)是知亡明五者，「邊防」止其一也。

著者以「一因性」論述歷史的發展，是研究歷史工作者應當小心避免的。何況萬

曆三十年後至崇禎十七年仍有四十年的時間，君臣未能振衰起弊，乃至亡於流寇，

此又非「邊鎮糧餉」所能盡負其責。 

《邊鎮》最大的缺點是為導讀式的論述方法，很多的議題著者都以介紹別人

的著作而略過，其實對其中的問題都沒有完整的交代。(此點隨書可見，不列) 

《邊鎮》的引文特多，尤以第三篇、第 13 章、第四節「分析與對策」，共 13 人，

9 頁。(頁 301-309)其中也沒有提出甚麼分析，也無指出對策的所在，讀者只好自

行處理。此種情況在《邊鎮》的論述中也十分之多，不盡列。 

《邊鎮》把《會計錄》連篇累牘地用所謂「表格」式鈔錄下來，像一本巨大

的剪貼簿，不管項目、單位是否一致，也無經過整理，讀者恐怕遇到了都跳越過

去，並未能了解其用意。 

著者雖然在「參考書目」列舉了不少的著作，本人認為著者並未全部閱覽，

如著者自詡「從基本的《明經世文編》(500 卷，近 5,600 頁)看起」(頁 26)亦可能只

是利用中華書局的索引本而已。(頁 16)此外雖然著者把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列

在「參考書目」內，(頁 333)但著者的研究所參考的卻是「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在隆

慶三至四年間（1569-70），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寫的〈清理薊鎮屯田疏〉等 9 篇奏

疏（《明經世文編》卷 358-60，頁 3855-91）。」而頁 337 沈雲龍選編《明清史料彙

編》9 集，究有多少與《邊鎮》有關，著者是否都看過？ 

著者把「參考書目」分為 1. 「工具書與資料庫」，共 11 種；2. 「明代奏議

與文編」，共 30 種；(評按：其中有不是奏議與文編的，如朱國楨《皇明大政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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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列)3. 「明代個人文集與著作」，共 79 種；4. 「地方志」，共 26 種，(評按：

其中有不周延者，如《嘉靖寧夏新志》，《天一閣》68，不盡列)。5. 「近代論文

與專著」，共 280 種。其中也有著者文中雖有從中大量摘取而未收的如《明實錄》、

《明史》等，可能作者認為在使用電子全文檢索不便載入，但朱東潤《張居正大

傳》、李文治等《清代漕運》未見收入，則未知何故。如果把著者的「導讀」、「引

文」和著者撰寫心路歷程，及其他贅言拿掉，《邊鎮》可能只剩下五分之一就足夠

了。 

最後，《邊鎮》的校對並不仔細，尤其是日文的地方常出現空白。如頁 9、第

三段、第三行清水泰次〈明末□軍餉〉，不盡列。至於《邊鎮》的〈附錄〉，錯漏

的地方也不少，但非本書範圍，在此略過，但讀者在閱讀或引用上仍應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