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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宋代军事及武备力量问题的研究，学界向来以兵制为重点，除了不少探讨兵制诸多侧面的论

文外，又以王曾瑜先生《宋朝兵制初探》为全面、系统性的专著。这些研究，无疑从总体上揭示了宋

朝兵制的基本内容。但是，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各种军事范畴内的活动及现象，特别是通常意义的兵制

所无法包容或深入探讨的问题，则多为个案性的分析，目前做集中而细致地分析工作，尚显得不足。

如宋朝军事与国防政策的演变过程、武将群体的分类与构成、中央与地方统军体制的相互关系、地方

与民间武装，以及诸如蕃将之类等等问题，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新近出版的黄宽重先生（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一书，便是

就南宋地方武力及相关问题，加以专门探讨的力作。 
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已有学者关注到南宋地方义军的问题。谢兴尧发表了《南宋时之忠义军与

水浒传》（《越风》1936 年 1 卷 6 期），黄现璠著、陶希圣增补的《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食货》1936

年 2、3 卷 5期）问世，黄现璠又发表了《南宋初年河北山东之义军》（《文化建设》1936 年 2 卷 5 期），

翦伯赞发表了《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中苏文化》1941 年 8 卷 5 期）。另外，邓广铭在 1944

年撰写的《岳飞》，对南宋初期地方武力有所论及。这些论著的出现，无疑打破了旧王朝史家狭义的

认识和评价。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学者们探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显然与抗日战争的时局有颇大关系。 

20 世纪下半叶，海内外学人对这方面的研究继续扩展，其中中国大陆学者对南宋地方义军，特

别是作为热点问题的农民起义军性质的论述相当热烈。主要有赵俪生先后发表的《南宋金元之际山东、

淮海地区中的红袄忠义军》（《文史哲》1954 年 4 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

（《文史哲》1956 年 11 期），张家驹发表的《宋代的两淮山水寨——南方人民抗金斗争中的一种武装

组织》（《上海师院学报》1960 年 1 期），邓广铭的《南宋对金战争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

年 2 期），华山先后发表的《南宋初年的范汝为起义》、《南宋绍定、端平间的江、闵、广农民大起义》

（后收入作者《宋史论集》，齐鲁书社 1982 年版），李春圃、何林陶《关于李全的评价问题》（《历史

教学》1965 年 6 月号），白钢、向祥海出版的《钟相、杨么起义始末》（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刘伯涵发表的《从王夫之“宋论”看南宋初抗金义军的弱点》（《学术月刊》1980 年 12 期），朱瑞熙

先后发表的《南宋广西李接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 2辑，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南

宋福建晏梦彪起义》（《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汪廷奎《南宋广东摧锋军始末》（《岭南

文史》1988 年 1 期）等等论著。而就防御工事的研究，以南宋钓鱼城抗蒙事迹为集中（主要有论文

集《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这些研究在探讨的范围和广度上，已超越了

以往，并对南宋各种民间武装势力进行了一定的概括性的分析。但其中的某些观点，也不免或多或少

带有当时政治环境的色彩。至于一些附带着更多的应时性因素的文章，则不加列举。 

与此同时，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主要的成果有：孙克宽《南宋金元间的山东忠义军与

李全》（收入作者《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文星书店 1958 年版），陶晋生《南宋利用山水寨的防守

战略》（《食货月刊》复刊第 7卷 1、2期），石文介《南宋初期军力的建立》（《史学汇刊》第 9期，1978

年 10 月），王世宗《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台大文史丛刊之 82，1987 年 6 月），梁天锡《南宋广

东摧锋军》（《能仁学报》1996 年 4 期），李荣村《黑风峒变乱始末》（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委会编

《宋史研究集》第 6辑），苏基朗《论蒲寿庚降元与泉州地方势力的关系》（收入作者《唐宋时代闽南

泉州史地论稿》，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以及黄宽重先后发表的十篇（部）论著等。这些研究，

虽因视角与大陆有别，侧重点各有指向，但都颇多地涉及了南宋地方武力本身的一些问题。其中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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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宽重的系列论文最为集中。 

应当说，前人在对南宋地方武力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已厘清。

但做系统、深入和较为完整地论述，仍然不够。从黄宽重先生《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

武力的探讨》“自序”可知，作者自早年读博士时，便以南宋边境上的义军武装为研究主题。以后，

又将探研的范围扩大至有关南宋地方武装力量的许多问题，前后延续多年，出版和发表了包括《南宋

时代的抗金义军》、《南宋飞虎军》及《从坞堡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在内的系列论著。本书正是

作者多年研究、思考的结晶，因此，本书便具有对以往研究做总结性的学术价值。故称其为中国古代

史研究领域中的力作并不为过。 
本书的研究视角是新颖的。作者并未将南宋地方武力作兵制式的面面俱到性的论述，因为王曾瑜

先生《宋朝兵制初探》已有过系统地研究。于是，作者研究的视角集中于南宋地方武力的若干个重要

方面，尤其是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个案上，探讨其“共通之处”，以便“了解其属性及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作者语）。作者首先选取了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和湖南飞虎军三支代表性的地方军，在

分别梳理其发展变迁过程、各自特点及其相通之处的基础上，探究南宋时期地方军所发挥的作用和局

限，并揭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变化。然后，对南宋镇抚使、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和山东地区李全父

子势力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地考察，继续追踪这些地方武力表象之下隐藏的各种利害关系，探讨这些

武装及其领袖动向的内在原因。此外，还对南宋、高丽军民使用山城、水寨抵御蒙古进攻的效果，进

行了分析和比较。通过对这些问题细致地研究，作者突破了以往对南宋地方武装较为宽泛的认识，获

得了更为真实、具体的结论，使远离现实的那一段历史也增添了许多立体和生动之感。 
本书注重汲取以往成果，阅读本书各章和检索附录“参考文献书目”，不难发现作者对前人的有

关研究成果几乎搜览无遗，这就使本书具有了广博的学术基础，避免了自说自话的弊病。作者尊重前

人成果，却并不囿于成说，往往依据自己的研究，提出独到的见解，进一步将该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

如在“福建左翼军”一章涉及蒲寿庚降元问题时，便肯定了苏基朗教授的观点：蒲氏的举动乃是泉州

地方势力“以个人、家庭及地方的利益为依归，与宗室派及抗元派爆发大冲突”的结果，又指出“这

一看法扭转了以往过于凸显蒲寿庚以一人一姓之力降元，以及异族人在宋代楚材晋用的看法”。但作

者并未简单地停留在苏基朗先生的见解上，而是从具体分析左翼军入手，进一步论述地方势力“面对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为维护自身及地区利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经过折冲与冲突的过程”。既使这

一观点得到充分的支撑，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再现了这一段史实复杂曲折的历程。 
本书史料丰富、详实，征引资料繁复，却也注重对史实做深入分析，往往通过抽丝剥茧的手法，

逐一揭示问题的成因所在，语言平实、可读，既没有生硬刻板的冬烘气味，也不简单地罗列大道理。

如论述两淮山水寨时，除了肯定其在抗击金、蒙进犯上发挥的作用外，也从的繁重劳役、地方官的苛

扰、地方和民众利益的冲突、地方势力的纠葛等等方面，发掘两淮山水寨所承受的困境，指出其在某

些情况下曾出现态度复杂、摆动的现象。这便深化了传统意义上对义军的见解。对李全父子政治动向

的分析，是从当时背景下的政治抉择与经济利益的影响两方面因素，实事求是地考察李全父子的完整

变化过程，其最终蜕化结局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也突破了以往“或从民族大义的角度看待李全父子，

或从农民起义角色讨论李全兴起的因素”的简单化理解。李全不是彻头彻尾的民族变节者，也不是崇

高的反封建英雄，而是那个复杂变化时代崛起的地方领袖人物。需要强调的是，作者通过对诸多各案

的分析，总结性地指出：在面临强大外患及内乱的威胁下，南宋政权接纳了地方的武装力量，创立新

的制度，对北宋强干弱支政策进行了一项重大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权不同的特质”。而地方武力

不仅与南宋正规军并存，更是支撑赵宋政权延续的武装力量。这些结论，无疑准确地触摸到两宋政治

发展及演变的重要经脉，深化了南宋史的研究。反映了作者不喜空论、注重史实及其完整性的治学特

点。 
黄宽重先生长期专注于本课题的探索，“十年磨一剑”，心无旁骛，从而对南宋历史上的地方武装

力量的一些问题，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绩。当然，就南宋地方武力的所有问题而言，本书仍不可能完

全论及，也就是说，仍留有许多空间可以继续扩充。如南宋四川地方武装等问题，便需要进一步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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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自序中也指出：“南宋地方武力的名称复杂，任务有别，牵涉的范围广泛，要进行全面、完整

且深入的研究并不容易。”但本书为这一专题的继续研究，无疑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另外，本书也存

在个别值得商讨之处。如作者将茶商武力也视作南宋地方武装，似可商榷。诚如本书所论，茶商之有

武力，乃在于保护走私活动。故其应被视为南宋政府的敌对力量，这无论与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

湖南飞虎军，还是与交界地区的镇抚使、两淮山水寨，甚至与归顺宋廷的李全父子武装，都具有不相

同的性质。至于茶商走私武装被收编到宋军后的情况，则已与茶商武力本身关系不大。本书第 313 页

所提及的武休关，作者注在今陕西甾坝县，此当为印刷之误。陕西有留坝县，而无甾坝县，武休关也

恰位于陕西留坝县南。 

 

收稿日期：2003-10-31 

作者简介：陈锋，男，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