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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军人抚恤制度述略 

 

张松梅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目前史学界关于明代军人抚恤的考察并不多见。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对明代军人抚恤问题进行探讨，主要包

括对年幼应袭舍人的优给，对老疾武官、残疾应袭舍人及故官家属的优养。明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军人抚

恤体系,制定并颁布了全国性的优抚恤条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永乐元年新、旧官的

划分，人为地造成武官之间的不平等，导致军队内部的分化，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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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抚恤是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成为统治者稳定

军心、安邦定国的良策。早在西周时期，太公吕尚就曾提出对作战将士恤死医病，他指出：“凡行军

吏士有死亡者，给其丧具使归而葬，此坚军全国之道也。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 医不即治

视 ，鞭之”。
1
蜀汉著名军事家诸葛亮也非常重视军人抚恤, 并有精辟论述:“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

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食而食之，寒者解衣

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2
显而易见，他们都意识到加强军

队抚恤建设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明代统治者继承了这一良策，并略加损益。早在龙凤政权时期，

朱元璋便多次设坛祭祀阵亡将士，“厚恤其家”。建朝伊始，即下诏：“出征军官、军人，多烦劳苦，

仰中书、大都督府厚加存恤”。
3
并进而解释：“军士为朕开拓疆域，奋不顾身，殁于战场，尸不至家，

魂无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抛弃，至今不能存恤，此朕之过也”，“朕当安居存养，使不失

所”。
4

军人抚恤主要是指国家对阵亡、病故、伤残将士及其家属的物质照顾和精神奖励。本文主要利用

档案资料
5
对明朝亡故、伤残武职及其家属的抚恤问题作一考察，主要包括对年幼应袭舍人

6
的优给，

对故绝武职官员的遗母、妻、女及残疾、年老无嗣武官的优养。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明代军事史研

究大都局限于军户、军兵、军役、卫所、京营、军屯等方面
7
，很少问津军人抚恤这一领域，本文拟从

 
1 [唐]杜佑：《通典》卷 149，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 779页。 
2 [三国]诸葛亮：《诸葛亮集》卷 4《哀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 92页。 
3 [明]傅凤翔：《皇明诏令》“初元大赦天下诏”，《中国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三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3

页。 
4《皇明诏令》“优恤经难民兵诏”，洪武七年八月，第 40页。 
5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是现世所存有明一代巨量珍惜档案总集。主要集中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所存的明朝
档案资料，是明朝政府在实施政令的过程中形成的原始官方文件。其反映的主要内容是职官方面、防御方面、战争方面、财

政方面、外交方面、文化方面，其时间跨度上起自洪武四年（1371），下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所载资料弥足珍贵。特别
是《武职选簿》更为翔实的记载了有关卫所的官员的家世履历，京内外各卫所职官袭替补选、休致、病故及阵亡等情况。同

时还收入了一部分万历、天启、崇祯年代的其他簿册如《新官袭职选底》、《新官替职选底》、《优给优养簿》、《选过替职官舍

簿》、《选过优给优养簿》、《选过袭替复职并职优给优养簿》等。对明史军事史研究必将起到推动作用，其史料价值不可估量。

由于诸种原因，此前明史研究者均据官书文献，明朝档案利用甚少，本文主要利用此资料对明代军人优抚的有关问题作一考

察。以下简称《档案》。 
6 应袭舍人，一般是指符合袭职条件，应继承卫所官职的武职子弟，其中大部分是原卫所官的嫡长男，但也可能是嫡次男、
嫡长孙、庶子、弟、堂弟或侄子等。 
7 关于军户的研究主要有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王毓铨《明代的军户》，载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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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职的优给、优养等方面对明代的抚恤政策作一初步考察。不妥之处，敬请斧正。 

 

一、优给 

“优给者，优恤其人而给之也。”
8
所谓“优给”，是指对伤残、亡故或年老武职官员年幼应袭舍人

的一种抚恤方式，在应袭舍人出幼袭职之前，官府给予一定物质照顾以确保其顺利成长。因此，优给

制度从物质和精神上排解了武官的后顾之忧，其目的在于稳定军心，确保武官世袭的延续。据万历《明

会典》记载：“明朝国都南京时曾设立故官营，凡故官子孙妻女皆送入优给。后乃分子孙应袭年未及

者曰优给，子孙废疾、故绝，止遗母、若妻、若女及年老无承袭者曰优养。”
9
也就是说，洪武初年，

“优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优给及后来优养两方面的内容，泛指对军人家属的赡养照顾。如

洪武初年的“优给将士例”规定：“凡武官军士，两淮中原者，遇有征守病故、阵亡，月米皆全给之。

若家两广、江西、福建诸处，阵亡者亦全给之；病故者初年全给，次年半之，三年又半之。其有应袭

而无子及无应袭之人，则给本秩之禄赡其父母终身。”
10
这是明朝最早非全国性的优给条例，其优给的

对象即包括年幼应袭舍人、又包括将士的家属，即后来狭义的优给、优养两部分。 

洪武四年（1371）三月，明太祖诏令：“凡大小武官亡故，悉令嫡长子孙袭职。有故则次嫡承袭，

无次嫡则庶长子孙，无庶长子孙则弟侄应袭者袭其职。如无应袭弟侄而有妻女家属者，则以本官之俸

月给之。其应袭职者必试以骑射之艺，如年幼，则优以半俸，殁于王事者给全俸，俟长袭职，著为令。”
11
由此可知明代武官承袭以嫡长男为原则，嫡长子孙有优先袭职之权，其次才轮到次嫡子孙、庶长子

和弟侄。实在无丁可继而本官遗有妻女家属者，则按月给予本官之俸，以示“优养”。明确的提出优

养是对故官遗妻、女等家属的照顾，比洪武元年的条例更加具体。在此基础上，洪武四年（1371）十

二月制定了“军官军士优给之例”（万历《明会典》称之为“优给优养总例”），它在明代有关军人抚

恤政策的文献中记载的最全面、最具有代表性。其内容为： 

凡军职战没，无子弟承袭而有父母若妻者，给以全俸，三年后减半给之。有子弟年幼者亦如

之。俟袭职给本俸，罢优给。见有子弟承袭者，止给营葬之费。有特旨令其子弟参随历练及未授

职名者，给半俸。其病故，无承袭而有父母若妻者，给半俸终身。有子弟年幼者，初年与半俸，

次年又减半给之，俟其袭职，则给本俸，罢优给。有子弟承袭者，止给本俸，不优给。有特旨令

其子弟参随历练及未授职者，给半俸。军士战没者，有妻全给月粮，三年后守节无依者，月给米

六斗终身。有次丁继役，止给营葬之费。继役者月给粮。其病故有妻者，初年全给月粮，次年总

小旗月给米六斗，军士比旧给月粮减半。守节无依者，亦给月粮之半终其身。其有次丁继役者，

止给月粮，不优给。凡军官、军士守御城池战没及病故，其妻子无依或幼小者，守御官计其家属，

令有司给行粮，送至京优给之。如愿还乡者，亦给行粮送之。若无亲可依愿留见处者，依例优给。

其新附军士未历战功而病死者，不在优给之例。其家属，官给行粮送还乡里。诏从之。
12
  

这段军人优给之例，虽然仍统称为“优给”，但已把对年幼者的优给与父母妻子区别开来，其抚恤对

象和内容也更为明确、具体。至洪武六年（1373），又出现了专门的针对残疾武官的优养条例：“令武

官残疾者，月给米三石优养。十年有子准袭，无子为民。”
13
但从武选簿中可以看出，洪武后期至永乐

初年，“优养”的概念仍较为模糊。如， 

西安左卫前所年远事故：洪武三十三年四月，祁信，年 69 岁，大兴县人，系西安左卫前所世袭

 
史研究》1959年第 8期。军兵方面：吴晗《明代的军兵》收入《读史箚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军屯方面：王毓铨
《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卫所方面：陈文石《明代卫所的军》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48本，第 2分册。京营方面：黄冕堂《论明代的京营》，载于《史学集刊》1992年第 3期。罗麗馨《明代京营之形成与
衰败》载于《明史研究专刊》第 2辑，第 6期。 
8 [明]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卷 38《功宗》，收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49册，第 332页。 
9 [明]申时行等：万历《明会典》卷 122，南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年版。 
10《明太祖实录》卷 3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年版，第 751 页。 
11《明太祖实录》卷 62，第 1199页。 
12《明太祖实录》卷 70，第 1259-1296页。 
13 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优给（附优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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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户，今老疾不能管事，别无应替弟侄儿男，与全俸养老。
14

宁夏前卫年远事故：永乐十二年十二月，于得海，年 66 岁，系宁夏前卫前所故世袭百户于忠亲

父，本身老疾，别无应袭之人，钦与全俸养老。
15

第一条是洪武三十三年（1400）优养老疾武官的例子，第二条是永乐十二年（1414）优养武官之

父的例子，但《档案》均记载为“全俸养老”而不是“全俸优养”，还处于向“优养”过渡的阶段。

但优给与优养的区别从具体对象到抚恤内容却都在逐渐地明确，最终，“优给”的对象限定在年幼应

袭舍人，而优养的对象则包括老疾无嗣武官、残疾应袭舍人及亡故武官家属。至此，优给的概念经历

了一个由广义到狭义，由笼统到具体的演变过程。 

优给时间：优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武职子孙的顺利成长袭职，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优给行

为就要被终止，称为“住支”。“住支”标志着年幼应袭舍人在年龄上已具备了出幼袭职的条件，可以

出任武职。所以，住支时间与出幼袭职时间是前后相连的。但明初的有关记载含混不清，使人费解。

如《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定武臣世袭之制时规定：“若年尚幼，则闻于朝，纪其姓名，

给以半俸，俟长仍令试艺，然后袭职。”
16
并没有明确指出出幼袭职时间。对此《大明会典》也是笼统

的记载：“俟长袭职”、“出幼袭职后才给全俸”。
17
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9）三月才具体规定：“凡故

武官袭职子弟当优给者，令其读书，俟十五岁方许承袭。若在外卫所来者，十岁以上即令袭职，还原

卫所，仍俾读书，及习闲弓马，以俟比试。”
18
由此可知，武官优给子弟 15 岁出幼袭职，在此之前要

先行读书学习，练习弓马技艺。如是外地卫所的故官子弟到南京优给者，则令至 10 岁就提前回原卫

所袭职，继续读书、练习弓马，到 20 岁参加弓马比试。这就是说，武官优给舍人出幼袭职的年龄是

15 岁，但外地卫所故官子弟到南京优给者，10 岁就可以提前袭职。这是洪武三十一年的情况。其实，

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 10 岁与 15 岁出幼袭职的情况。现举各举一例加以证明： 

洪武二十七年，李茂，旧名官音保，年 7岁，系青州左卫前所阵亡世袭所镇抚李斌嫡长男，

父为递送贼人受赃犯杖罪，发充军，阵亡。引至御前，钦与全俸优给，至洪武二十九年终住支。
19

云南左卫前所所年远事故：洪武二十六年四月，沃耀（旧名赵儿），年四岁，系云南左卫前

所故世袭所镇抚沃忠嫡长男，钦与全俸优给，至洪武三十七年终住支。
20

按此推算沃耀应该是 15 岁终住支袭职。以上两例中，李茂是 7 岁获得优给，年满 9 岁住支，应该是

10 岁袭职，且标明是被“引至御前”，即从所在卫所赴南京优给的。而沃耀则是 4岁获得优给，15 岁

住支袭职。这正与《明实录》洪武 31 年的记载相吻合。可见，有关 10 岁年幼袭职的情况至迟在洪武

26 年已经存在了，而至迟于洪武 23 年，已经存在优给舍人 15 岁出幼袭职
21
的情况。 

由上可知，洪武时期优给舍人的袭职时间有两个：一个是 10 岁，一个是 15 岁。占据大多数的还

是 15 岁，毕竟被“引至御前”的外地卫所武官子弟数量有限。而居于 10 岁与 15 岁之间的故官子弟

多数已不再优给，可以直接袭职，“支俸操练，至十六岁管事”或“至十五岁出幼冠带管事”、“至十

 
14 《档案》56册，《西安左卫选簿》西安左卫前所年远事故，第 165页。 
15 《档案》56册，《宁夏前卫选簿》宁夏前卫前所年远事故，第 504页。 
16 《明太祖实录》卷 59，第 1151页。 
17 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优给（附优养）。 
18 《明太祖实录》卷 256，第 3703页。 
19 《档案》第 55册，《青州左卫选簿》前所所镇抚年远事故，第 111页。 
20 《档案》第 58册，《云南左卫选簿》前所世袭百户年远事故，第 499页。 
21 可能是不同地区的执行者对“十五岁出幼袭职”的理解出现偏差，造成两种不同的出幼袭职年龄，一种是 14岁终住支袭

职（即 15岁初始袭职），一种是 15岁终住支袭职，前后相差一年。如《档案》55册,《青州左卫选簿》青州左卫右所年远事

故：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张鑑，年八岁，景陵县人，系青州左卫右所故世袭百户张添祐亲侄，敬与全俸优给，至洪武二十九

年终住支袭职。按此推算张鑑应是 14岁终住支袭职。这样的例子《档案》中还有大量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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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管事”。
22

建文时期基本承袭洪武旧制，年幼应袭舍人也存在 10 岁和 15 岁出幼袭职两种情况
23
，而 10 至 15

岁之间者大多直接袭职，支俸操练至 16 岁管事。
24

永乐元年（1403），朱棣“靖难成功”后，谕兵部臣曰：将士随朕征讨，其中有阵亡病死者已錄，

其后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陈，亲管官隐匿不报，致失所者，非朝廷报功之意。宜速下各卫，令征讨官

应袭子孙年十五岁以上者送兵部袭职，十四岁以下并寡妇、幼女送京师优养”。
25
永乐帝厚待靖难官兵，

凡随他征讨天下的武官子弟年龄在 15 岁以上的都可以直接送兵部袭职，14 岁以下的则送京师优给。

并把外地赴京优给的年龄上限由洪武年间的 10 岁提高到 14 岁，消除了外地卫所赴京优给与在本地卫

所优给的年龄差距。这是明成祖犒赏随他“奉天征讨”靖难功臣之举措。 

进而，于永乐元年十一月，朱棣对武官进行了新、旧划分。凡在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间“奉

天征讨”获功升职者皆为“新官”，而洪武三十一年以前者皆为“旧官”，并规定永乐元年以后升授的

武官其待遇与旧官相同。
26
新、旧官的划分直接影响到武官应袭舍人优给出幼时间的调整。旧官子弟

15 岁出幼袭职，至 20 岁如例比试弓马；新官子弟 16 岁出幼袭职，且免比试。新官比旧官晚一年出幼，

多享受一年的优给，这是朱棣犒赏随他“奉天征讨”功臣的结果，也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永乐帝

之所以“得众心，保洪业，盖在于此。”
27
《档案》中新、旧官优给出幼的例子比比皆是，略举二例：  

新官子弟优给例：永乐二年六月，田兴，年七岁，系通州卫右所阵亡总旗田白驴嫡长男，钦

与副千户全俸优给，至永乐十年住支袭职。
28

旧官子弟优给例：永乐二十年六月，夏通，年 6岁，系威清卫中所故世袭副千户夏寅嫡长孙，

敬与全俸优给，“至永乐二十八年终住支”。
29

田兴系新官子弟，其优给满 15 岁住支，16 岁出幼袭职。夏通为旧官子弟，其优给为 14 岁住支，15

岁出幼袭职，比新官子弟张刚提前一年。 

永乐时期新、旧官应袭舍人优给出幼年龄的规定终明一世都没有发生改变。在《档案·优给优养

薄》中，这样的例子具有普遍性，且形成了固定程序，每两月堪合统计上奏一次，每次都对新官、旧

官分别记载且新官在前，旧官在后。
30
现以天启元年（1621）九月为例加一说明，如是奉天征讨有功

（即新官）子孙，其优给优养格式如下： 

天启元年九月二十四日，皇极门钦准选过优给优养：陈邦宁等三十九名口，俱系济阳右等卫

所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陈应登等，各伊父祖原系奉天征讨有功历升前职，今各年老疾故，各有男

孙弟侄，陈邦宁等具告优给，俱候年十六岁出幼报送赴部袭职。
31

如是旧官子孙优给，其格式如下： 

杨承祖等二十一名口，俱系兴州左屯等卫所指挥千百户等官杨永康等，各伊父祖原系军旗节

次有功历升前职，今各老疾故，各有男孙侄杨承祖等具告优给，故官母杨氏，户无承袭之人具告

 
22 参见《档案》55册，《青州左卫选簿》后所世袭百户年远事故，第 126页；《档案》56册，《西安左卫选簿》年远事故世

袭指挥佥事，第 97页；《档案》56册，《平凉卫选簿》后所副千户廖豸选簿，三辈廖斌，第 277页。 
23 参见《档案》第 55册，《青州左卫选簿》后所年远事故世袭百户，第 127页。 
24 参见《档案》第 56册，《西安左所选簿》年远事故世袭指挥佥事，第 97页。 
25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 6，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 
26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 14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6795页。 
27《明太宗实录》卷 12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年版，第 1600 页。 
28《档案》52 册，《通州卫选簿》右所年远事故，第 386 页。 
29《档案》60册，《威情卫选簿》威清卫副千户夏膺武选簿，三辈夏通条，第 153页。 
30 [明]杨博：《本兵疏议》卷 6，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61册。 
31《档案》76 册，《天启元年选过优给优养簿》，第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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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养，其优给舍人俱候年十五岁出幼报送赴部袭职。
32

从以上优给格式中可以看出武官年幼子孙的优给程序大致可以分为告优，议优，赐优三部分。首

先是告优，凡在京在外武职优给、优养者，由各都司卫所核实、造册，呈送五府，再由五府引奏送兵

部奏请定夺，是为武官子孙告优，并且规定了告卫时间：“在父兄没后十年内曾告卫者，行堪虽出十

年亦准，十年外告者不准”；
33
其次议优，由兵部、户部会同礼部等部门审查，并咨呈五府填勘合；再

次是赐优，如是奉旨钦与优给，应“随即与御前附写钦与优给文簿，扣算出幼，明白开写至某年住支

或奉特旨升等，由朝廷颁布谕旨，下达兵部类行各该都司卫所到任支俸”。
34
所以对武职年幼子孙来说，

能否获得优给待遇，主动告卫是关键。 

优给俸额：优给主要是俸禄发放形式为年幼应袭舍人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保证优给者顺利成长。

所以，优给俸额是优给的核心内容。 

明代优给俸额主要存在全俸与半俸两种情况。所谓全俸、半俸主要是针对被承袭人的官俸等级而

言。全俸优给就是全额支给被承袭人的俸禄，半俸优给是指支给被承袭俸禄的一半。据《明太祖实录》

记载，洪武元年优给俸额的差异主要是由籍贯及死亡原因的不同而引起的。
35
两淮、中原地区是明太

祖的嫡系部队所在地，是开国打天下的主力军，劳苦功高，“月米皆全给之”。而两广、江西、福建等

地归附较晚，其将士理应降级优给。而且其优给俸额因死亡原因的不同而有差异，“阵亡者亦全给之；

病故者初年全给，次年半之，三年又半之”。随着战争的推进，这种由籍贯引起的优给的地区性差异

逐渐消失，优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阵亡与病故者，优给与出幼袭职之间。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优

给优养则例”则明确规定：阵亡武官子孙全俸优给，三年后减半。病故者初年给半俸，第二年则以原

俸的四分之一优给，出幼袭职后才给全俸。
36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洪武初年阵亡者与病故者，优给

与出幼袭职在俸禄上有过一半以上的差距。后来经过调整，至洪武十七年（1384）这种差距才基本弥

合。洪武十七年规定：“凡武臣卒，其子袭职。子幼者给以半俸，三年则以全俸给之。年二十岁则任

以事。著为令”。
37
优给应袭舍人初年给半俸，三年后就可以领全俸，出幼袭职俸禄与优给期间俸禄基

本相同。而且引言中没有明确标出武臣死亡的原因，似乎不再区分阵亡与病故。遗憾的是，现存《档

案》武选簿中没有关于这段时间优给则例的记载。 

但从洪武后期的优给之例中可以推测，明代年幼应袭舍人的优给俸额大致经历了一个半俸或四分

之一俸向全俸过渡的过程，且在洪武后期就基本确定下来，并永为定制。现举例说明： 

青州左卫右所年远事故：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张鉴，年八岁，景陵县人，系青州左卫右所故世袭

百户张添祐亲侄，敬与全俸优给，至洪武二十九年终住支袭职。
38

平凉卫右所年远事故：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钱用，旧名神保，年九岁，系平凉卫右所故流官

百户钱法嫡长男，钦与全俸优给，至洪武三十一年出幼住支。
39

从以上两例中可以看出，至迟洪武二十三年，优给期间年幼应袭舍人的俸额已经没有半俸向全俸过渡

的痕迹，大都直接全俸优给。而半俸优给的规定由“年幼”或“初年给半俸”等情形逐渐转化为被承

袭人为事失机、为事立功未满亡故或该死罪等情况。如： 

宁夏中护卫右所年远事故：洪武三十年七月，郭毅，年三岁，系宁夏中护卫右所典刑世袭所镇抚

郭普安保嫡长男，祖郭兴任所镇抚，病故，父袭职，为事典刑，径与半俸优给，至洪武三十五年终住

 
32《档案》76 册，《天启元年选过优给优养簿》，第 46页。 
33 万历《明会典》卷 107，第 210页。 
34《诸司职掌》卷 4，收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74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 
35《明太祖实录》卷 37，第 751页。 
36 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优给（附优养）。 
37 《明太祖实录》卷 162，第 2512页。 
38 《档案》第 55册，《青州左卫选簿》右所年远事故，第 72页。 
39 《档案》第 56册，《平凉卫右所选簿》右所年远事故，第 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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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袭职。
40

永平卫中所年远事故：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戴丘，旧名官音奴，年八岁，系永平卫中所故流官副

千户戴昶庶长男。父为将民人收充余丁，守脏犯绞罪发充军，被蛮人杀死。钦与半俸优给，至洪武三

十三年出幼住支。
41

以上两例俱是半俸优给，郭毅因父“为事典刑”而止与半俸优给。而戴丘则是因父“受赃犯绞罪”

被发配充军而与半俸优给。永乐元年以后，优给俸额的差别主要存在于新、旧官之间。 “靖难成功”

后，明成祖为犒赏随他出生入死的功臣，规定，凡“奉天征讨”武官，“其杂犯、为事亡故并典刑之

子，俱照祖职与全俸优给。”
42
新官因犯罪而死者，甚至被典刑者，其子孙照旧全俸优给，以区别于旧

官子孙半俸优给之例。直至弘治十年（1497）仍规定，“旧官为失机等事问发未复职者，子孙优给与

半俸”。
43
新、旧官之间的差别一直持续到嘉靖十一年（1532）才有所改变，据《大明会典》记载：“军

职子孙优给，若父祖犯该充军，及犯该杂犯死罪，问发立功年限未满而死者，俱与半俸，其余全俸。

充军子孙例前与全俸优给，未曾出幼者，照例改支半俸”。
44
把半俸优给的范围限制在父祖为事失机未

复职者，或充军、犯杂犯死罪年限未满而死者等情况内，以示惩罚。而半俸优给的对象则是所有军职

子孙，包括新官与旧官，以示公平。至此，永乐以来的新、旧官子孙优给俸额的差别才被取消。 

除上述全俸、半俸外，如果武官犯罪，理应降职，其子孙则与降职之俸优给。如弘治九年（1496）

规定：“应袭之人犯劫盗者，弟侄照祖职降一级承袭。该优给者依此例。”
45
嘉靖十五年（1536）题准：

“武职有犯强盗后分赃未拟充军者，子孙袭职或优给，俱于应袭职事查降三级。”
46
相反，如阵亡武官

生前屡建战功，功勋卓著者，其子孙则按功次升级优给，以奖励军功。例如： 

旧选簿查有，永乐二年三月，张福年十一岁，系金吾右卫指挥佥事张闹儿嫡长男，父原充军

征进有功，升除前职，小河阵亡，已与张福指挥佥事优给。今照奇功例，钦与世袭指挥同知，全

俸优给，至永乐六年终住支袭职。
47

此外，还有犯官子孙优给全俸，出幼罚俸的规定。如嘉靖三十年（1551）规定：“凡逃官非犯徙

罪以上问革为民，不知去向三年，子孙仍与全俸优给，待其出幼，方行罚俸。祖父未经比试例该罚俸

者，子孙仍与全俸优给，待其出幼，方行罚俸”。
48
一般是祖父一辈未比罚俸三年，二辈、三辈未比罚

俸四年。举例说明： 

万历十年二月，周宗仁，年十六岁，当凃（下面有个土子底）县人，系通州卫中所带俸故正

千户周鸾嫡长男，出幼袭职，查得伊父一辈未比，照例罚俸三年。
49

通州卫周名选簿，八辈周名。旧选簿查有，嘉靖元年八月，周名年一岁，六安州人，系通州

卫中所带俸老疾百户周英嫡长男，优给出幼告袭。伊曾祖全、胜，父英三辈未比，本人照例住俸

四年。
50

但如果被承袭人生前有多支米石或欠屯粮等情况，其违限多支部分或积欠部分理应从其俸粮中扣除，

直到扣缴完毕，才能支领俸粮。如思县人贾长庚，三岁，系南京锦衣卫水军所疾副千户贾承祖嫡长男，

准照例以副千户全俸优给，至天启十三年（1633）终住支，但因其父生前积欠屯粮，照例于“本舍名

下扣还”。
51
再如乐清县人林得麒，四岁，系南京应天卫前千户所故世袭试百户林辅嫡长男，准以试百

 
40 《档案》第 57册，《宁夏中护卫选簿》右所年远事故，第 73页。 
41 《档案》第 67册，《永平卫选簿》中所年远事故，第 293页。 
42 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优给（附优养）。 
43 正德《明会典》卷 107，第 22页。 
44 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优给（附优养）。 
45 万历《明会典》卷 120，兵部三，铨选三，武职袭替。 
46 万历《明会典》卷 120，兵部三，铨选三，武职袭替。 
47 《档案》50册，《金吾右卫选簿》，指挥同知张勋，二辈张福条，第 19页。 
48 万历《明会典》卷 122，第 1748 页。 
49 《档案》第 52册，《通州卫周镗选簿》八辈周宗仁，第 444页。 
50 《档案》第 52册，《通州卫周名选簿》八辈周名，第 510页。 
51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76册，天启元年选过优给优养簿，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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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全俸优给至天启十一年终（1631）住支，“伊父多支米石查于本舍名下扣还”。
52

若武官子弟在优给期间尚未出幼而夭折，则规定以“次应袭之人，转名优给”。实在无人丁可袭，

老疾武官本人及故绝武官之遗母、妻、女等，得享终身或限定年限之俸给称为优养。
53
如《大河卫选

簿》右所实授百户周家礼项下五、六、七辈事例
54
： 

景泰四年三月，周兆，年三岁，固始县人，系大河卫右所残疾世袭百户周英庶长男，钦与全

俸优给，至景泰十五年终住支。 

天顺四年五月，周宗辅，年二岁，固始县人，系大河右所故世袭百户周英庶次男，已与兄周

兆优给，亦故。钦与本人全俸优给，至天顺六年终住支。 

成化八年八月，周麟，年十一岁，固始县人，系大河右所故世袭百户周英庶次男,先因父患

疾，已与庶长兄周兆、周宗辅优给，俱故。堂叔周雄袭职。续本人，告取职事，该与优给，至成

化十一年终住支。伊叔革职。 

按此记载，周英残疾以后，于景泰四年（1453）由庶长男周兆全俸优给。天顺四年（1460），周

兆未出幼而故，遂转于庶次男周宗辅优给，亦故，由堂叔借袭。后周英再生庶次男周麟，乃与成化八

年（1472）讨还职事，再转名周麟全俸优给，至成化十一年（1475）终住支。这样从景泰四年（1453）

至成化十一年（1475），前后历时 23 年之久。所以，转名优给没有时间限定，至优给者出幼为止。在

培养年幼武官，保证武官世袭的延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明代武职年幼子孙的优给政策比较完善。从优给时间上看，洪武、建文时期武官年幼应袭

舍人的优给住支袭职时间为 15 岁，而外地卫所赴京优给者 10 岁就可以还原卫所提前袭职。永乐时期，

新、旧官的划分直接影响了武官优给出幼袭职年龄。自此以后，武官子弟优给时间调整为：旧官满 14

岁住支、15 岁出幼袭职；新官满 15 岁住支，16 岁出幼袭职，并永为定制。从优给俸额上看，又有全

俸和半俸之别。在多数情况下，优给者都可以得到丰厚的俸禄。优给制度为年幼应袭舍人的顺利成长，

为武职袭替的延续提供了保证。 

 

二、 优养  

优养主要是以物质照顾形式对残疾年老无嗣武职、残疾应袭舍人及故官遗留家属的一种优抚方

式。优养与优给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形成的原因不同。优给是在应袭舍人年幼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优

养的前提则是“户无承袭之人”。所以，优养主要适应于年老残疾无嗣武职、残疾应袭舍人、故绝武

官遗母妻女等人群。明人陆容对洪武年间的优养政策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老而无子，月给全俸。

早亡而妻守寡者，月给俸二石。子患残疾不能承袭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内有子，仍袭祖职，十年后

有子，不准袭，令为民。无子而有孤女者，月给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优养。”
55
至永乐元年，

出现了新、旧官之划分，与优给一样，凡事优厚于新官。凡新官子孙患残疾者，全俸优养终身，不拘

年限，生子准袭。新官女优养不拘出幼，直至嫁人。
56
根据优养对象性别不同，可以分为男性优养与

女性优养。毫无疑问，在这些优养对象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男性要先于女性获得优养权。例如：旧选

簿查有： 

嘉靖三十年十月，徐钦，年三十八岁，庐龙县人，系燕山前卫中所故实授百户徐隆嫡长男，

照旧实授百户。 

万历六年十二月，徐钦，年 66 岁，庐龙县人，系燕山前卫中所年老实授百户，今老年不堪，

 
52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76册，天启元年选过优给优养簿，第 49页。 
53 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优给（附优养）。 
54 参见于志嘉：《明武职选簿与卫所武官制的研究》，中研院史语所第六十九本，第一分，第 54页。 
55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 11，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134－135 页。 
56 《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第 37卷，第 90702页。 
56 正德《明会典》卷 107，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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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无承袭之人，照例与全俸优养，不拘年限，生子准袭。 

万历十八年十二月，曹氏，年 72 岁，系燕山前卫中所故实授百户徐钦正妻，户无承袭之人，

照例月支俸米二石优养终身。
57

此选簿是由三条信息组成：一是徐钦是 38 岁袭职，其袭职时间是嘉靖三十年（1551）十月。二是

徐钦于万历六年（1578）年 66 岁时才获得优养权，而且从优养的年限可以推测徐钦应是新官之后。

三是在徐钦获得优养后第十二年，即万历十八年（1590）徐钦的妻子获得优养权，也就是说，许钦过

世后，其妻子曹氏才有资格获得优养。显然，在万历十八年（1590），许钦获得优养的时候其妻子曹

氏还健在，在优养对象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优先获得优养。 

男性优养者：男性优养的对象主要包括：老疾无嗣武职、残疾应袭舍人、亡故武职之父，以及次

房伯叔弟侄等。在这些优养者中，残疾应系舍人应该有优先优养权，其次才是老疾无嗣武职、亡故武

职之父、次房叔伯等。 

对残疾、年老无嗣武职官员的优养。凡武官年老、残疾无子，或有子先故，户无承袭之人，照例

予与优养。所以，老疾武职应次于残疾应袭舍人优养。洪武中，年五十以上者许退役，子孙替职。永

乐以后，皆以六十为限，年未及六十者子孙不准替职。
58
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减轻财政压力，

再次强调，军职年不及六十，查无残疾者，不准优养。
59
至于残疾武官的优养，洪武六年（1673）规

定，“令武官残疾者月给米三石，优养十年，有子准承袭，无子者为民”。
60
永乐以后，老疾武官的差

别主要体现在优养年限上，新官不拘年限生子准袭，而旧官，则限制在十年之内生子准袭，无子为民。
61
例如：如隆庆二年十月，旧选簿查有通州卫中所眼疾副千户西璋，年五十三岁，“见今残疾不堪，照

例与全俸优养，不拘年限，生子准袭。”
62
这是一条新官优养例。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锦衣卫中所年

老实授百户陈澜，年六十四岁，“见今年老不堪，户无承袭之人，照例全俸优养，十年生子准袭，无

子为民。”这是一条旧官优养例。
63
嘉靖十年，南京锦衣卫指挥使赵襄因患病而与其十二岁的儿子赵耀

优给，至嘉靖二十六年，赵耀亡故，户无承袭之人，五十三岁的赵襄准予优养，不拘年限，生子准袭。
64
儿子赵耀亡故后，父亲赵襄才获得优养权。 

对残疾应袭舍人的优养。洪武六年（1673）规定：“子患残疾不能承袭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内

有子，仍袭祖职。十年后有子，不准袭，令为民”。
65
永乐之后，优养俸额因新、旧的划分而有所不同。

与老疾武官一样，新官全俸优养，不拘年限，生子准袭。而旧官则月给俸米三石优养十年，十年内生

子准袭，无子为民。
66
弘治十年（1497）再次强调：“入大选应袭人残疾者，旧官依洪武六年例，新官

给全俸”
67
万历十二年（1584）则规定，未犯罪的残疾舍人才准月米三石优养。

68
以示对犯罪舍人的惩

罚。按承袭顺序来看，残疾应袭舍人应该首先获得优养权，因为即使父、祖年老在世，残疾应袭舍人

也是户内唯一拥有承袭权的人。所以，在其父、祖俱在的情况下，应袭舍人优先获得优养权。现举例

说明： 

景泰二年三月，陈胜，年十六岁，系横海卫前所老疾世袭正千户陈旺嫡长男。先因年幼，已

与优给。今出幼患双眼瞎残疾，不堪承袭。别无应袭之人，钦与全俸优养。
69

 
57 《档案》第 52册，《燕山前卫实授百户除钦选簿》，五辈徐钦条，第 215页。 
58 万历《明会典》卷 120， 兵部三，铨选三，武职袭替。 
59 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优给（附优养）。 
60 《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第 37卷，第 90702页。 
61 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优给（优养附）。 
62 《档案》第 52册，《通州卫西璋选簿》六辈西璋，第 473页。 
63 《档案》第 49册 ，《锦衣卫选簿》优养百户陈润，P260。 
64 《档案》第 49册，《锦衣卫选簿》指挥使赵耀项，六辈赵耀，第 267页。 
65 《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第 37卷，第 90702页。 
66 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优给（优养附）。 
67 正德《明会典》卷 107，第 22页。 
68 万历《明会典》卷 122，第 1749 页。 
69 《档案》第 49册 ，《府军前卫选簿》后所正千户陈江选簿，三辈陈胜，第 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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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1627），江陵县人张承荫，三十三岁，系南京羽林右卫右所年老所镇抚张应举之

亲堂侄，因患羊癫风疾，不堪承袭，准照例优养，俟其生子准袭祖职。
70

第一条可以看出，陈胜先因父老疾获得优给，出幼后，又因眼瞎不堪承袭而与优养，而此时其父陈旺

尚老疾在世。按第二条推断，张应举无嫡庶儿男（或已故），其侄子张承荫应承袭职位，但因患羊癫

风疾而与优养，而此时其叔（伯）张应举还年老在世。可见，残疾应袭舍人比其老疾父、祖优先获得

优养权。 

对亡故武职之父的优养。明代武官袭替是以嫡长子为原则，嫡长子孙有优先袭职之权，其次才轮

到次嫡子孙、庶长子及弟侄等人。嫡、庶子孙与被承袭人是直系血统，其父祖的优养既为老疾武职的

优养（见前）。所以，对亡故武职之父的优养只存在于弟侄旁系承袭，或原无祖职、自习军功升授武

职者两种条件下。前者常发生在明代中后期，而后者则常出现在明建国初期。因为明朝建国伊始，跟

随二祖南征北战的武臣大多非行伍出身，对其父祖进行优养也是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例如： 

宁夏前卫年远事故：永乐五年四月，倪景先，旧名倪小大，年 71 岁，系宁夏前卫后所故副

千户倪兴亲父，敬与全俸养老。
71
 这是一个永乐初年的例子，理应属于自习军功升授者。 

隆庆六年十月，方汝德，年一岁，巢县人，系长陵卫左所故正千户方汝孝亲弟，照例与全俸

优给，至万历十三年终住支。 

万历元年八月，方鹏，年五十八岁，巢县人，系长陵卫左所故优给正千户方汝德父，见今年

老不堪，户无承袭之人，照例与全俸优养十年，生子准袭，无子为民。
72

这是一个一式二条的选簿，方汝德是已故正千户方汝孝的弟弟，一岁时获得优给，未出幼而夭折，

转名全俸优养其父。这是一条优给次房，而后再优养的例子，理应属于前者。由于《明实录》与《明

会典》都没有相关的记载，我们只能推测，容日后相查。 

对叔伯弟侄的优养。武官亡故，户无承袭之人，如有叔伯弟侄、堂兄弟侄等人老疾不堪承袭，照

例支俸优养。现以叔叔为例加以说明。弘治七年（1494）规定，武官亡故，无子孙承袭，“有亲叔年

老不堪承袭者，仍月支米三石优养，待十年无子，照例为民”。
73
如通州卫金璋选簿：万历三十三年五

月，金瑶，年七十三岁，系通州卫中所故绝正千户金子寿亲叔，户无承袭之人，“照例月支俸折三石，

优养十年，停止为民。”
74
这是一条优养叔叔的例子，并注明优养期限为十年。但据《档案》记载也有

优养终身的例子：如万历三十六年，潘遵，年五十四岁，系南京锦衣卫衣前所旛幢司故世袭百户潘应

麟亲堂叔祖，“查户无承袭之人，准照例月给米三石优养终身。”
75
另外，《档案》中也有不少对故官兄、

弟、侄等人优养的记载。如长陵卫年远事故：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宁銮，年五十二岁，丰润县人，系

长陵卫左所故百户宁崟亲兄，见患两腿残疾，不堪承袭，户无承袭之人，照例与米三石优养十年，生

子准袭，无子为民。
76

由以上可知，叔伯弟侄等人一般是月给米三石优养。优养期限有十年与终身两种情况，而《大明

会典》只规定故官亲叔的优养，而对兄、弟、堂叔等人的优养没有明文记载。“十年无子为民”与“终

身”的区别是否是永乐年间新、旧官划分的产物？尚待详查。 

女性优养：女性优养是在“户无应袭之人”“别无应袭之人”“户无应袭儿男”，武官故绝，户内

实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发生的。其优养对象有母、妻、女、继母、继妻、祖母、婶，以及病故

应袭舍人之妻、女等，其中《档案》对妻、女、母的记载比较多。同男性优养一样，女性优养也存在

一定的次序。 

 
70 《档案》第 76册，天启七年选过优给优养簿，P238。 
71 《档案》第 56册，宁夏前卫年远事故，第 509页。 
72 《档案》第 53册，长陵卫方汝孝选簿，九辈方汝德条，第 206页。 
73 正德《明会典》卷 107，第 22页。 
74 《档案》第 52册，通州卫金璋选簿，八辈金瑶条，第 430页。 
75 《档案》第 49册，《锦衣卫选簿》，南京镇抚司试百户潘迪选簿，十辈潘遵，第 459页。 
76 参见《档案》第 53册，长陵卫年远事故，第 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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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官故绝，没有男性继承人时，故官妻要承担起家庭的全部责任，上赡养公婆，下抚养幼女，

按道理说，抚恤故官家室的俸粮理应由她来继承。洪武二十七年（1394）曾规定：“凡武官在任亡故，

及征伤失陷者，自指挥至镇抚，妻并给米五石，终身，无子孙者亦如之。”
77
由此可知，洪武年间，故

官妻在武官亡故后，无论有无子孙承袭都可以得到五石米的照顾，而且是终身优养。这里没有提及故

官母、女，显然，故官妻得到特别的优待。洪武后期，正妻优养俸额降为二石，与故官母、女五石优

养相比，显然正妻地位偏低。从《档案》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故官女眷之间优养大致次序。如通州卫

中所正千户王大纪选簿记载：王岳于隆庆三年袭通州卫中所正千户，后亡故。万历十三年，王岳的正

妻获得月米二石的终身优养权。万历十六年，又转给王岳的继母月米二石优养终身。
78
这是一个先给

故官妻优养，再转名给故官继母优养的例子，说明故官妻先于继母获得优养权。再如燕山前卫选簿左

所副千户刘恩选簿记载，万历四十六年，任氏，系燕山前卫“故绝副千户刘志亲嫂。查户无承袭之人，

照例月给米二石优养终身。若刘志尚有妻存，则不得重优矣。”
79
也就是说，故官妻应在故官亲嫂之前

优养。以上两例可以说明故官妻比及故官继母、故官亲嫂有优先优养权。 

故官女眷的优养俸额，如成化七年（1471）规定：“令户绝官优养不分新旧，母女俱月支米五石、

妻二石，母妻终身，女系新官者，出嫁住支，系旧官者，十四岁住支，犯奸及改节者不准”。
80
故官母、

妻不分新、旧官，分别月支俸五石和二石优养终身。故官之女不论新、旧俱月支米五石优养。但其优

给年限则有新、旧之分，新官之女不限年限直至出嫁为止，而旧官女则至十四岁住支。随着经济的发

展，明朝“弛用银之禁”，于是出现了“朝野率皆用银”的局面，故官母、女优养之俸也出现折银的

现象，嘉靖六年（1527）规定：“各卫故官优养亲母、亲女月支米五石者，给本色米二石、折色三石，

内一石折银二钱五分、二石折钞四十贯”。
81
将故官母、女的优养俸额分为本色、折银、折钞三部分。

实际上，随着明代钞法的败坏，钞变得一文不值，优养俸额以钞形式支取，等于变相的克扣俸额。这

与当时的经济衰弱，财力匮乏也有很大关系。 

《档案》中有关母、妻、女优养则例的记载相对较多。对母亲的优养如：天启二年（1622）十二

月，淄川县人张氏，七十一岁，“系金吾右卫故绝指挥佥事陶裕祥亲母，照例与全俸优养终身”。
82
对

妻子的优养：崇祯二年，谭氏，年二十八岁，系定陵卫左所故绝指挥同知陆科正妻；邢氏，五十八岁，

系留守前卫上方所故绝副千户宋永寿正妻。“俱户无承袭之人，合照例各月支米二石，优养终身，号

纸注销”。
83
对女儿的优养，其优养俸额部分新、旧俱是五石，但其优养年限则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

是十四岁住支，一是二十岁住支，一是嫁人住支。分别是： 

燕山前卫年远事故，嘉靖十三年四月，李雪女，年三岁，济宁州人，系燕山前卫前所故副千

户李聪嫡女，户无承袭之人，照例与俸五石优养，二十岁住支。
84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刘长女，年七岁，安州人，系金吾右卫左所优养故实授百户刘铎亲女，

户无承袭之人，照例与俸五石优养，适人住支。
85

正德四年四月，丘道宁，年五岁，巢县人，系府军前卫前所故世袭百户丘童亲女，户无承袭

之人，照例与全俸五石优养，十四岁住支。
86

按照弘治七年（1494）规定，新官女优养嫁人住支，旧官女十四岁住支，与优给旧官子弟出幼袭职年

龄相同。新、旧划分，厚此薄彼，使新官女安于豢养，以致有年二十岁尚未婚嫁。所以嘉靖八年规定：

 
77 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优给（优养附）。 
78 《档案》第 51册，《通州卫选簿》中所正千户王大纪，第 341页。 
79 《档案》第 52册，《燕山前卫选簿》左所副千户刘恩选簿，第 89页。 
80 正德《明会典》卷 107，第 22页。 
81 万历《明会典》卷 122，第 1749 页。 
82 《档案》76册，天启二年选过优给优养簿，第 156页。 
83 《档案》76册，崇祯二年选过优给优养簿，第 396页。号纸是明后期由官府填发给武官个人收执的一种身份凭证。83当

故官故绝时，号纸要收缴注销，以表明这户武官绝户。参见万历《明会典》卷 122，兵部五，贴黄。  
84 《档案》第 52册，燕山前卫年远事故，第 259页。 
85 《档案》第 50册，《金吾右卫选簿》，左所年远事故，第 145页。 
86 《档案》第 49册，《府军前卫选簿》，前所年远事故，第 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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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旧官女年及十四岁，新官女年及二十岁尚未婚配者，各该卫所查明，将前项月米□日开除。仍

严限令其婚嫁。”
87
凡旧官年十四岁，新官女年二十岁尚未婚嫁者，除将其多支禄米扣支外，仍责令其

婚嫁，以示对其的惩罚。所以出现了上述三种优养年限。 

除故官母、妻、女外，故官的继母、继妻、婶等也可以以故官妻的优养标准优养。如弘治十年（1497）

规定，继母与婶优养视妻例，“月支米二石，若武职故其子优给亦故，户无次丁者，其母止作故官妻，

月支米二石优养”。
88
“军职继妻照正妻例优养”。

89
而对病故应袭舍人之妻，“亦月给米一石优养”。

90

另外对故绝达官
91
、旗人等少数民族武官遗妻、遗母的优养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天顺元年（1457），

“令达官病故无应袭而有正妻者，月支米一石优养终身”。
92
成化三年(1467) 则再次强调亡故达官、

旗人的遗母、妻等如天顺元年例优养，月给米一石优养终身。
93

 

现根据以上叙述，将优养俸额列表如下： 

 

洪武时期 

 

永乐以后 

 年代 

 

优养对象 支给额 年限 支给额 年限 

老疾武官 3 石或全俸 10 年 全俸 终身（新）；10 年（旧） 

残疾舍人 3 石 10 年 全俸（新） 

3 石（旧） 

不拘年限，生子准袭 

10 年内生子准袭 

武官之父 全俸 终身 全俸 10 年或终身 

叔伯弟侄   3 石 10 年或终身 

武官妻 5 石 终身 2 石 终身 

武官母 5 石 终身 5 石 终身 

武官女 5 石 15 岁止 5 石 嫁人止（新）；14 岁（旧） 

武官继妻、

母嫂婶等 

 

不详 

 

不详 

 

2 石 

 

终身 

达官妻母 不详 不详 1 石 终身 

 

总之，明代的优养政策发展的相当完善，从优养的对象上看：男性包括残疾应袭舍人、故绝老疾

武官、故官之父、故官之伯叔弟侄等次房；女性包括母、妻、女、继母、婶、继妻、及病故应袭舍人

的妻、女等。其优养俸额也做了详细的规定，月支米一石、二石、三石、五石不等，嘉靖八年以后，

                                                        
87 [明]张卤辑：《皇明嘉隆疏抄》卷 23，收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466册。 
88 正德《明会典》卷 107，第 22页。 
89 万历《明会典》卷 122，第 1749 页。 
90 万历《明会典》卷 122，第 1749 页。 
91 所谓达官，是指以蒙古族为主，兼以女真、回回等北方少数民族所构成的卫所武官。 主要来源于北方边疆少数民族

归附者和元朝部队中归降明朝的达达（明朝称蒙古人为‘达达’）等族人。 
92 正德《明会典》卷 107，第 21页。 
93 万历《明会典》卷 122，第 17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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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养妇女每月支本色米二石，其折色有三石、二石、一石不等，亦有不折者。
94

以上所述内容大都是针对亡故官军而言，至于伤残士卒的优抚，现存史料中记载比较少，且多限

于洪武朝。如，洪武四年（1371）规定：“军士战没者，有妻全给月粮，三年后守节无依者，月给米

六斗终身。有次丁继役，止给营葬之费。继役者月给粮。病故有妻者，初年全给月粮。次年，总、小

旗月给米六斗，军士比旧给月粮减半。守节无依者，亦给月粮之半终身。其有次丁继役者，止给月粮，

不优给”。
95
十三年(1380)夏四月，赐京卫军士“征伤残疾者，钞人五锭、苏木二十斤、胡椒五斤，老

而无子者半之，有子者又半之”。
96
后来又规定：“被伤军兵伤重者一两，伤轻者五钱。”

97
十九年（1386）

三月，对应天卫军士的优抚作了规定，“诏应天卫军士有父母子女者月给粮一石，总旗一石五斗，小

旗一石二斗，因征战伤残致疾者亦给一石”。
98
其他各朝则强调“军职”、“武职”、“武官”等官职，而

忽略对普通军士的优抚。而且对武职将官及其家属的的优抚大多实行“全俸优给”、“全俸优养”、“优

养终身”、“世袭”、“荫授世袭”、“月支米五石”等。而对于一般士卒及其家属的优抚只限于“月给米

六斗”、“初年全给，次年减半”、“月粮减半”等，与武职军官相比缺乏详尽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而且

仅有的规定也相当简略，不同的地域执行的标准也不尽一致，缺乏统一性、系统性与规范性，从而也

说明明代抚恤政策的不完善性。 

 

 四、余论 

“死则善葬，伤则医抚”是我国抚恤思想的优良传统。为了保障兵源，维持战斗力，明代统治者

建立、健全了一套抚恤体系以善待那些在战争中著有功勋、殁于王事的将士及其家属，并以法律形式

保障其实施的顺利进行，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者皆有所依。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解除了

武官的后顾之忧，在稳定军心，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武职世袭的角度讲，优养

还蕴藏着使武职延续的“生机”。根据优养的有关规定，老疾武官、残疾应袭舍人及故官的叔伯弟侄

等在优养的期限内（新官终身；旧官十年）生子准袭。最大限度的降低武官世袭中断的可能性，保障

武职家族的延续。这一点可从选簿中得到证实： 

永乐二十一年六月，张云，年七岁，系府军前卫后右所故世袭百户张礼嫡长男，钦与全俸优

给，至永乐二十九年终住支。 

正统六年十二月，张清，年二岁，系府军前卫后右所故世袭百户张礼嫡长孙，本人未生，父

张云先因年幼优给，出幼患矮小残疾已与优养，续生本人，具告转名，钦与全俸优给，仍将伊父

优养俸给开除，至正统十九年终住支。 

天顺二年四月，张浩，年四岁，六合县人，系府军前卫后右所世袭百户张礼嫡次孙，先因未

生，父张云患矮小残疾不堪承袭已与优养，续生本人，具告转名，钦与全俸优给，至天顺十四年

终住支，仍将其父优养俸粮开除。
99
   

从选簿中可以看出张云应是新官之后，七岁优给，至十六岁出幼（宣德七年）。出幼时因“患矮小残

疾”不堪袭职而给予优养，不拘年限生子准袭。正统五年（1440），张云生一子张清，于正统六年（1441）

转名优给，将张云的优养俸开除。不料张清未出幼及夭折，张云只得再次优养。景泰六年（1455），

张云又生一子张浩，于天顺二年（1458）转名优给，张云的优养俸再次被开除。自此以后，张云家族

的武官世袭才得以延续下去。这样，自宣德七年（1432 年）至天顺二年（1458）26 年中，张云两次

优养，两次生子，终于使这个家族武职得以延续。而从永乐二十一年（1432）至成化六年（1470）长

达 47 年的时间里，张云父子都是在优给、优养中渡过的。所以，优养期间“生子准袭”的规定，使

 
94 [明]刘斯洁：《太仓考》卷 26，《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 5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95 《明太祖实录》卷 70，第 1295页。 
96 《明太祖实录》卷 131，第 2081页。 
97 [明] 王在晋：《海防纂要》卷 8，四库禁毁书丛书史部第 17册，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第 601页。 
98 《明太祖实录》卷 111，第 2687页。 
99 《档案》第 49册，《府军前卫选簿》后右所年远事故世袭百户张钊，第 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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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族武职得以延续的前提。但明廷为此付出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优给、优养的代价。 

《档案》还有不少优养期间生子转名优给、出幼袭职的例子。有的优养三十年后，在七十六岁高

龄又生子，使这个家族的武职得以延续。
100
由此可见，优给、优养在维持武职延续方面的确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但明廷却为此付出了长期的优养代价。 

从优给、优养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靖难之役”及永乐初年的政治变革对整个明代武官优给制度

的影响。新、旧官的划分是“靖难之役”的政治产物，明成祖给予新官一系列的有别于旧官的优厚待

遇，厚此薄彼，不仅影响卫所武官集团之间的团结，而且还豢养了新官子弟的浮荡之风。对此，早在

永乐十年（1412），兵部尚书方宾等曾建议：“奉天靖难故官子弟比试袭职”。朱棣对此表示许可，但

观看故官子弟比试后不觉怆然，复召见方宾等人曰：“今观其子弟皆稚弱。若令如例比试而后袭职，

必未闲武事，而因是绝其俸禄，无以自存矣”。于是，驳回上奏，仍令故官子弟径直袭职并给全俸。
101
 

及至仁宗即位，为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御，命都指挥佥事蒋贵掌彭城卫，李福掌永清左卫，都指挥同知

李荣掌永清右卫。时阳武侯薛禄进言：“三卫军士倍于他卫，指挥千百户多幼官，宜选老成才智都指

挥三人掌之”。仁宗表示赞同，并进而解释说：“幼官皆豢养子弟，未厉行陈，不知艰苦，岂能理兵务，

抚士卒？”
102
并令兵部五府官推广此建议。宣德三年春，行在兵部奏请选武官，宣宗对此表示担忧，

“皆因父祖有功故录用之，比年以来，军官子弟安于豢养，浮荡成凤，试其武艺，百无一能用之。管

军不能抚恤有司，但知循例铨除，一旦有警，何以得人？”
103
成化年间，供职于兵部武选司的陆容就

曾对朱棣的新、旧官之划分提出异议，他认为：“高皇起布衣，得天下于群雄之手，文皇起藩邸，得

天下于一家之亲。其难易故当有别，而待功臣之典，厚簿如此。揆之治体，似未稳当。”
104
陆容考虑到

新、旧官待遇之差别，想通过“适均”办法稍加调整，使“靖难”事迹不显，但终因其外迁而作罢。

及至弘治年间，礼部侍郎何孟春更尖锐的指出：“武职之滥也，其自永乐始乎”。并进而解释说，“靖

难”期间，以“奉天征讨”而升职的名目繁多，奉天征讨、守城、征哨、拿人、全城归顺、江上朝见、

招船、招人、擒首奸恶逃叛等项都成为加官进爵的砝码。所以“厚诸奉天征讨者又如此，武职之滥其

始于此。”
105
从以上各朝的论断可以看出永乐时期新、旧官的划分对以后历代武官的袭职、优给等方面

造成的负面影响。早在永乐十年的时候，兵部尚书方宾上言建议新官优给出幼比试，但终因永乐帝念

故官随他出生入死、艰难辗转之旧情而作罢。成化、弘治以降，陆容、何孟春等都曾对新、旧官双重

政策提出过异议或批评，但直到嘉靖八年，新官径直袭职的特权才被废除，而在优给时间、优给俸额、

优养等方面的差异始终存在，影响甚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抚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一定政治制度、

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作保障。明朝初期，政治清廉、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抚恤政策发展的比较完善，

贯彻执行的比较彻底，及至明中后期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战争频繁， 饷费浩繁，财政枯竭，士兵

粮饷常拖欠数月，士兵及其家属的抚恤更是难以实施。所以，这一时期的抚恤措施大多限于一纸空文，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到了明后期，由于财政窘迫等原因，政府大量裁军，但没有采取

有效的安置措施,优抚政策陷于停滞,大量的无业军人流散于社会，呼朋引类，聚众结伙，成为明末社

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加剧了明朝的灭亡。 

 

 

Simple described the soldiers widows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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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档案》第 49册，《府军前卫选簿》前前所正千户喻凤选簿，七辈喻全、八辈喻承凤，第 59页。 
101 《明太宗实录》卷 129，第 1599页。 
102 《明宣宗实录》卷 10，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版，第 260 页。 
103 《明宣宗实录》卷 35，第 886页。 
104 《菽园杂记》卷 11，第 153 页。 
105 《皇明泳化类编》卷 38，第 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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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oldiers widows of the Ming Dynasty haven’n been got special care and rarely inspected in history 

scholars. The paper will explore this issue on the basis of files information .It mainly including the superior to young 

persons who were under the age of 14, and superior support to the mother, wife, daughter of the dead general and 

soldiers ,and the disabled, elderly persons themselves. On the ba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mer dynasty ,Ming 

has developed and promulgated the round military system, and enacted a 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but also show obvious historical limitations.the new and old official’s division at the first year of 

YONYLO，favors one and discriminate against the other ,artificial crease between the military officer not to be 

equal,that is disadvantageous the unity ,and has the influence profound. 

Keywords : Ming Dynasty; soldiers; superior given; superior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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