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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守与布防：明代云南府及其卫所分布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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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云南府是云南布政使司的政治、交通、军事中心，自然也是朝廷着力经营之地。作为稳定明

朝在整个云南地区统治的基石，自明太祖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平定云南后，明廷就开始在云南府部署

大量的军事卫所。在设置上，云南府的卫所主要依托重要交通线和军事要地进行布防，呈现出典型的

“内重外轻”分布格局；诸卫所之间互相策应、彼此联防，构筑起严密的军事体系，反映了当时明廷对云

南地区的经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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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府 （今昆明市）位于明朝的西南边疆，

对于中原来说，云南府是蛮荒之地、烟瘴之乡；对

于云南布政使司来说，云南府是一省之政治、经

济、文化、交通、军事中心。不同的视角，造成了

中原与边疆话语权的对立，其原因正是由于云南府

处在 “中心”与 “边缘”的 “中间地带”，具有

“边疆”与 “中心”二元性的地理特征。

云南府是云南布政使司 （以下简称 “云南”）

的核心地带，也是明廷在云南维持稳固统治的基

石。由于云南本身具有政治、文化与地理的特殊

性，域内族群及土司众多，明朝为了维持在云南的

有效统治，主要依靠卫所驻军屯垦。云南府作为云

南的核心区域，在此的驻军布防就是重中之重。云

南府境内的卫所都驻防在军事要地，处在交通要道

上，这是云南府卫所分布的基本特征，且整个云南

卫所分布格局是典型的 “内重外轻”。云南山高谷

深，农业经济产业都位于平坝与河谷地带，环绕滇

池流域地区自秦汉以来即是肥饶之地，这就为卫所

驻军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通过对云南府卫所布

防的研究，可以得出明朝在云南府的军事部署特



征，总结出明朝对整个云南的统治方略与政策。

一、王朝的边疆与边疆的中心

华夏王朝传统的边疆，历来被视为蛮夷之地，

华夏与蛮、夷、戎、狄的五方格局，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就已形成，所谓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

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１］。

《尚书·禹贡》亦有类似的记载。周振鹤在研究

《禹贡》及 《国语》的记载后，提出了著名的 “圈

层结构”。周先生认为： “五服制正是封建制的理

想化，从中心统治区向外围水波纹似的推开去，正

和 ‘商郊牧野’和国野制度的圈层型结构———城

外是郊，郊外是牧，牧外是野———相似，这是过去

现实制度的反映。”［２］这一 “圈层结构”理论，是

立足于地理空间在 “均质”的条件下，从中央统

治的华夏核心区向四方边疆区渐次铺展，形成

“同心圆”式的统治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的地理空间并非是 “均质”

的，中间常有高山大川阻隔，从而形成不同的区

域。既然 “五服制”是理想化的制度，地理空间

又非 “均质”的，在实际情况下，就不可能像

“同心圆”那样均匀地延展开来，中间必然会形成

各种各样的空隙。鲁西奇在对 “内地的边缘”区

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后，“倾向于认为这种从

核心到边缘的 ‘同心圆式’结构很可能并不存在，

即便存在，也是 ‘千疮百孔的’，因为在这个体系

的内部，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 ‘空隙’———即使

是在帝国统治的腹心地带，也存在着这样的空

隙”［３］２５７。如此来说，中央王朝的统治力并非是从

中心向边缘由强渐弱，而是由于高山大川的阻挡，

会形成不同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会由本区域的核

心向外扩展，这一结构就是施坚雅提出的著名的

“核心—边缘”结构。同时，施坚雅把整个帝国晚

期的中国分为九大区域，而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核

心。［４］在大区之下又会分成次级区域，然后又分成

小区域，小区域又可继续划分为更小的区域，对应

在行政区划当中，就是省—府—县—乡的行政分

级。一般而言，每一个小的区域都有自己的核心，

县城是一县之核心，府城是一府之核心，省城是一

省之核心。鲁西奇根据 “王朝统治的核心区”理

论，进一步对 “核心区”的内涵进行阐释：

在不同时期的中华帝国疆域内，均存在着

不同层级的 “核心区”，即不仅有统一帝国全

国意义上的 “核心区”与南北分裂格局下南

北政权各自的 “核心区”，还有不同层级区域

下的 “核心区”，如施坚雅所划分的中华帝国

晚期九大区域各自的核心区，各层级行政区

（州、道、路、省等高层政区，郡、府、州等

中层政区，以及县级政区）内也都拥有自己

的核心区。［３］１５

其实，再小的区域都会有自己的核心区，小到

一个村落乃至一条街，都会有自己的核心区。村落

的核心区往往位于区域的中心，旧时的宗祠或戏台

所在的地方就是村落的中心。这就像一个拼盘，由

最小的核心区一级一级地拼接为更大的核心区，最

后拼成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当然，中央王朝的核心

区与边疆区并非恒定不变，就中国古代王朝来说，

不同朝代以及历史的不同时期，核心区与边疆区会

随着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疆域的不同而不

同，旧的核心区衰落了，就会形成新的核心区。尹

建东指出：“边缘与中心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概

念，如果以 ‘长时段’的视角来观察的话，可能

会更容易看到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特点以及

在各自不同层次地域中同样呈现出的 ‘中心—边

缘’结构。”［５］由中央王朝到最小的村落核心区，

这一重又一重的核心区都是相对的，相对于中央王

朝的核心区，那些处于基层的核心区，无疑属于边

缘地带。

明代的云南府，相对于整个大明帝国而言，云

南府处于帝国的西南边疆，但对于云南布政使司而

言，云南府是云南布政使司的政治、经济、文化、

交通中心，无疑是整个云南的核心区。易言之，云

南府既是 “核心的边疆”，也是 “边疆的核心”，

是具有 “边疆”与 “核心”的双重特征。

在云南辖区内，政区设置与中原内地明显不

同，除了卫所之外，中原内地一般的政区设置是

府—县、府—州—县或直隶州—县。处于边疆的云

南，除了与中原内地相同的行政区划设置外，还有

大量的土司存在。陆韧提出了 “边疆政区”［６］５－７的

概念，注意到明朝中前期，“在边疆政区体制下逐

渐建立一套 ‘内边区’与 ‘外边区’分层管理的

边疆行政管理体制，以适应新形势下西南边疆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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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形势、地缘政治和边疆民族社会”［６］１２５。陆教授

又进一步指出：

伴随着明朝平定云南的推进过程，明朝统

治者对云南内部的民族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

边疆地域特点的认识逐渐加深，采取了差异化

的统治政策，导致明初在云南形成了行政管理

上具有差异的三种方式和三个层区：第一层区

为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平定的云南腹里地
区，即谢肇膌所谓的 “滇中”。……第二层区

为洪武十六年 （１３８３年）征南大军 “分兵下

大理，下金齿，下临安、元江”的少数民族

聚居区。……而对洪武十七年 （１３８４年）以
后，遣使招附的最边远地区，即 “又明年

（洪武十七年），遣间使降车里，降缅，降八

百”等地，明朝仅实现 “咸以壤奠贡”，将其

纳入明朝版图的目的。［６］１５１－１５２

可见，云南在行政管理的方式和层区是以滇

中为核心，成扇形结构向西南方向层层递减，这

正符合周振鹤提出的 “圈层结构”。云南府所在

的滇中地区，也就是云南的核心区域， “明王朝

采用与内地完全一致的统治方式， ‘承制建官，

大军镇焉’的统治政策”，并 “密集设置军屯卫

所，进行大规模的汉族移民”［６］１５２。第二层区属

于 “土流并治区”，行政区划方面既有府州县，

又有土司，明廷在这一区域的军事要地和交通要

道设置卫所进行屯守，一则可以震慑 “诸夷”，

二则可以拱卫 “核心区”，我们姑且命名为 “拱

卫区”。最后一层是 “羁縻区”，即 “在夷地者，

赋役、狱讼，悉以委之，量编差发，羁縻而

已”［７］。也就是说，明廷在车里、缅、八百等三

宣六慰之地并不派官驻军，只是 “正其疆界，明

其爵级”［８］１４８３，进行羁縻统治。

据 《大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９］所载行政区

划，云南行政管理上的三个层区分层如表１。

表１　云南行政管理上的三个层区

核心区 拱卫区 羁縻区

云南府、澄江 府、

曲靖军民府、寻甸

军 民 府、武 定 军

民府

大理府、楚雄府、临安府、蒙化府、景东府、广南府、

镇沅府、永宁府、顺宁府、姚安军民府、鹤庆军民府、

丽江军民府、元江军民府、北胜州、马龙他郎甸长官

司、者乐甸长官司、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金齿军民

指挥使司、腾冲军民指挥使司

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

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老

挝军民宣慰使司、孟定府、孟艮府、南甸宣抚司、干崖

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威远州、湾甸州、镇康州、大侯

州、钮兀长官司、芒市长官司

二、明代云南府的区位优势与战略地位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年），命 “颍川

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

将军，帅师征云南”［１０］３６，并于次年平定。平定

云南后，先后设置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等处

承宣布政使司，“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

十五，蛮部六”［１０］１１７１。明朝初平云南，即 “置

都指挥使司，领诸卫所”［１１］３４９２。可见，明朝平

定云南后，即在各地设立卫所进行戍守。

据 《明史》卷四六 《地理七》［１０］１１７１－１１９７、卷

九 《兵二》［１０］２２１１，万历 《云南通志》卷七 《兵

食志第四》［８］５９２－６４９所载，明代在云南设置的卫所数

量，洪武年间共计１９卫１３所，其中，核心区滇中
五府占１１卫５所，云南府占６卫４所。永乐年间
共计１９卫１５所，其中，核心区滇中五府占１０卫

６所，云南府占 ６卫 ４所。万历年间计为 ２０卫
２１所，其中，核心区滇中五府占１０卫８所，云南
府占６卫４所。详见表２。

表２　滇中五府及云南府卫所占比

年代 名称 卫所总数／个 滇中五府占比／％ 云南府占比／％

洪武年间
卫 １９ 约５７８９ 约３１５８

所 １３ ３８４６ ３０７７

永乐年间
卫 １９ 约５２６３ 约３１５８

所 １５ ４０００ 约２６６７

万历年间
卫 ２０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所 ２１ 约３８１０ 约１９０５

从表２的统计可以看出，自洪武年间平定云
南，建立卫所镇戍制度至万历年间，滇中五府所在

的核心区，卫一直占据云南总卫数的一半以上，千

户所的占比在持续下降，这是因为明朝后期在偏远

边疆区新设立的千户所数量多于在滇中核心区设立

７２第１期　　　　　　　　　　　刘亚涛　戍守与布防：明代云南府及其卫所分布探析



的千户所。总体来说，在整个明代云南的卫所军事

部署显示出典型的 “内重外轻”格局。① 尤其是如

云南府这样的腹心地带，其驻守的卫所数量一直占

整个云南卫所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说明明朝在云

南布防的重点是以云南府为腹心的核心区。只有控

制了核心区，才能控制整个云南，若云南府所在的

核心区动荡不安，就会危及明廷对整个云南的统

治，甚至土崩瓦解。

纵观整个云南，环滇池区域和环洱海区域是云

南的两个中心。蒙元灭大理政权，把云南的政治中

心从洱海之畔的大理府迁到滇池之滨的中庆府

（明朝平定云南后改为云南府），历经明、清、民

国至今，云南府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

交通和军事中心。之所以如此，与云南的地理区位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顾祖禹云：“明朝洪武十四年

（１３８１年），傅友德等帅师讨云南，分军出四川永
宁趋乌撒，而大兵自辰沅出贵州向曲靖。此从来攻

取之大势也。”［１２］５０４１－５０４２由此改变了自秦汉以来经

过巴蜀与中原联系的交通状况，这一改变固然与秦

汉和明朝时期京城的向背有关，但经贵州比之经巴

蜀翻越秦岭更为方便则是不争的事实。今人胡阿祥

在论及昆明的交通云：

从昆明向东，可沿黔道入贵阳，达湖广；

向东北，可经威宁、七星关、毕节进入四川泸

州，亦可由威宁北上，经彝良至四川宜宾；向

北，可经禄劝、元谋通四川会理、西昌、成

都；向西，可至大理、鹤庆乃至西藏；向西

南，可至下关、保山，达中缅边境重镇畹町；

向南沿昆洛公路可至打洛；向东南，经蒙自可

到中越边境重镇河口；亦可经宜良、师宗、册

亨进入广西。［１３］

云南府所在的环滇池区域，自秦汉已来就是云

南经济最为发达、物产最为丰饶之区，且适宜农

耕。顾炎武对环滇池地区的经济富庶进行了精辟

总结：

司马迁 《史记》称滇池旁地腴饶，巴、

氐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童、旄牛，以

此巴、蜀殷富。而范蔚宗 《后汉书》亦称滇

池河上 （按：据 《后汉书》应为 “土”字）

平敞，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

人倍 （按：据 《后汉书》应为 “俗”字）豪

!

，居官者皆富及累世。由是观之，滇固非瘠

土也。唐天宝以后，蒙氏以一隅之力，累抗王

师，此即财力雄富之一验。今山川形势与古不

殊，体息劳徕，垦田积粟，使其民成饶裕之

俗，是在良有司矣。［１１］３４８８

可知，虽然经过近两千年，滇池之富饶至明时

亦未有大变。环滇池区域一直是云南经济最为发

达、物产最为富庶之地。正是由于环滇池区域是云

南最大的坝子，且不缺水源，这就为卫所在云南府

驻军与屯田垦殖提供了深厚的经济与物质基础。

众所周知，明廷设置卫所实行屯田制度，所谓

“天下皆有卫所，皆有军，皆有屯，然而兵食之寄

不与焉”［１１］３５２０。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在云南的

统治，“始终贯彻军事征战与卫所设置、屯田镇戍

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促使大规模的军事移民进入云

南”［６］７９。而卫所驻地的选择与设置、屯田镇戍一

般符合交通便利、军事要地及适宜农耕的区域。陆

韧指出：“卫所御城的选址非常慎重，一般选在平

川广原坝区的军事重要地方，即能有效镇戍地方，

又需要有广阔的土地可供屯军耕种。”［６］１１１云南府也

正符合这三项特征，《明史·地理七》载：

云南府。昆明。倚。东有金马山，与西南

碧鸡山相对，俱有关，山下即滇池，池在

城南。［１０］１１７２

万历 《云南通志》总结云南府的形势云：

东距蟠龙江，南滨滇海，西据碧鸡山，北

枕螺山。［８］７５

顾祖禹亦尝论及：

（云南）府控驭戎蛮，藩屏黔、蜀，山川

明秀，屹为西南要会。［１２］５０６１

由此可见，云南府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云南府作为云南的中枢根本之地，实关云南之

存亡。顾祖禹和顾炎武皆认为：

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瞮益为

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西以永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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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尚未计算毗邻滇中核心区但不在滇中五府境内的卫所，若不考虑政区原因，像楚雄卫、通海前前千户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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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

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

挝、交趾诸夷以元江、临江为锁钥，西南缅甸

诸夷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

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

云南矣。［１１］５０５７／［１２］３４８８

若以云南府所在的滇池区域为中心，以到鹤庆

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圈，则云南大约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卫所皆处在此圆圈之内，这一区域正与陆韧

教授所说的 “内边政区”［６］１２５－１３２相契合。简言之，

云南府大致位于整个云南内边政区的中心，曲靖、

元江、永昌、鹤庆四关拱卫着云南府的安全。

三、明代云南府卫所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

自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平定云南，于云南府
设立都司卫所，迄永乐年间增置，终于万历、天启

之际，云南府的卫所位置及数量大体稳定，现以明

万历四年 （１５７６年）云南府所辖卫所进行分析。现
据万历 《云南通志》卷七 《兵食志第四》［８］５９７－６１７所

载，云南府境内卫所位置、分布及所辖军堡、军哨

数量统计如表３。

表３　云南府卫所位置及千户所、军堡、军哨数量统计

卫／所 位置 千户所／个 军堡／个 军哨／个

云南左卫 云南府治东 ６ ２ ４

云南右卫 云南府治西南 ６ ２ １０

云南中卫 云南府治东北 ６ １ ５

云南前卫 云南府治西南 ５ １ ３

云南后卫 云南府治东 ５ ２ ３

广南卫 云南府治东 ４ ２ １

宜良守御千户所 宜良县治西 １ ２ ３

安宁守御千户所 安宁州治西 １ ４ ２

易门守御千户所 易门县治南 １ ０ ４

杨林守御千户所 嵩明州治南 １ １ ２

合计 ３６ １７ ３７

据表 ３统计，整个云南府辖境内共有 ６卫
３６千户所 １７军堡 ３７军哨，其中，左、右、中、
前、后、广南６卫所及其所辖的３２千户所皆位于
府治周围，其余州县只有４千户所。也就是说，云
南府城周围集中了近九成的千户所。在这６卫中，
有３卫布防在府治东边，分别是左卫、后卫和广南
卫；有２卫布防在府治西南，分别是右卫和前卫；
余下的中卫布防在府治东北，唯独府治正西、西北

及正北三面没有布防。

这６卫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以左
卫、中卫、后卫、广南卫等布防于府治东边之卫

所，另一方向是右卫和前卫布防于府治西南之卫

所。这样的军事布防，是与云南府城的地理形势分

不开的。其一，云南府城坐落于滇池北岸，南北各

开一门，东西各开二门，素有 “龟城”之说。府

城之南是滇池，东邻盘龙江，以逆时针言之，府城

之外围从东北延绵至西南，分别被商山、妙高山、

王家山、进耳山、碧鸡山、太华山、罗汉山等环

绕。依云南府城的地势论，东面、西南二面才是重

兵防御的地区，故明廷以四卫处在府治之东，二卫

处在府治西南。其二，云南府治正东，经过曲靖、

贵州普安，向东直达湖广大道。明初，傅友德、蓝

玉、沐英帅军征讨云南时，“主力就是从南京由湖

广辰沅，由普安路进入云南。……正统年间曾调发

数十万大军三征麓川，主要的进军路线也取道

‘湖广普安路’。…… ‘湖广普安路’由此成为云

南与内地和中央王朝联系的通道”［１４］。正是由于府

城东面通向 “湖广普安路”，连接着中央王朝与云

南腹里地区，所以才派遣重兵驻守，保障大道的畅

通。其三，可以防范来自东方的攻击力量，并可迅

速支援位于 “湖广普安路”上的卫所，防止反叛

力量截断与中原的联系通道。

位于府治西南的右卫和前卫，主要策应防范西

南方向的卫所和来犯之敌。从府城的西南门出发，

经过碧鸡关、安宁州，向西可达大理府，此二卫位

于云南府至大理府的必经之路上。若有反叛力量攻

打府城，或者从西向东攻打，镇守在府城西南的卫

所就能及时策应，或镇守、或镇压，占据着军事制

高点，从而拱卫府城的安全。

除了驻扎在府治周围的六卫，云南府所辖的其

他州县亦分布有四个守御千户所。杨林千户所位于

嵩明州治之南，恰好处在 “湖广普安路”这条通

衢大道上。顾祖禹云：“今为杨林驿，西去府城百

里，为往来必经之道。”［１２］５０７４杨林所距离关索岭不

远，关索岭为滇东屏障，虽然 “关索岭路本非正

道”［１２］５０２６，但由于 “大都邮驿之设，以京师为向

背”［１２］５０２６，且明廷着力经营贵州入滇之路，故设

置卫所镇戍。顾祖禹总结道：“（嵩明）州山川环

结，土地饶沃，居然奥区也。而东达曲靖，西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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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尤为形要。”［１２］５０７４杨林所之所以设置在嵩明州

南不远处就是这个道理。杨林所与位于寻甸的木密

所、凤梧所，曲靖的马隆所遥相呼应，四所成掎角

之势，发生战事时可以互相应援。杨林所位于群山

环绕的一个小平坝上，是云南府东面的军事战略要

地，扼守着云南府的东大门，连接着出入滇中的要

道上。

宜良千户所在县治之西，处于府城的东南。

由云南府出发，经过宜良向南，可到开远、蒙

自、河口，出境可达越南河内。也可向东，经今

天的师宗到达广西，宜良适位于这两条交通线的

交汇处。宜良坝子南北狭长，东西两旁山峰对

峙，是绝好的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在

此地设卫所进行戍守，不但可以拱卫云南府城西

南，守卫交通要道，还可以抵御东南方向出现的

敌人。宜良所与曲靖府的六凉卫、广西府的十八

寨所、临安府的通海所，共同构成了在云南府东

南部的防御体系。

安宁千户所位于州治之西，在府城西南。从府

城出发，经碧鸡关，就来到了安宁州，从安宁州南

下可以到达临安府和元江府。从安宁州出南平关，

一路向西，可到达滇西的核心地区洱海流域，这条

道路是连接云南府与大理府的交通要道，从大理府

向南可经永昌府出境，向北可到丽江府，乃至西

藏。由于云南府至大理府这条道路极为重要，也是

控制滇西、滇西南的快捷通道，故明廷着力经营。

把卫所设在安宁州西就是为了控制这条要道，同时

又有利于守卫南平关、炼象关、老鸦关等关隘。南

诏阁罗凤谓： “安宁雄镇，为诸爨要冲。”［１２］５０７０由

此足见安宁军事战略地位之重要。

最后一个易门千户所位于县治之南，易门县在

府城及安宁州的西南。易门县并非位于交通要道

上，但由于安宁州西南空旷，暴露在外，设置卫所

镇戍可以保护安宁州的侧翼安全，且易门南部有黎

崖山，可以依山据守。若安宁州西侧有敌人来犯，

易门所守军就会向西绕道背后，与安宁所守军夹击

来犯之敌；若敌人从滇池东岸进攻云南府城，易门

所守军向东绕过滇池，协防府城南面，与府城守军

夹击来犯之敌。明太祖洪武十八年 （１３８５年）至
二十一年 （１３８８年）间，麓川平缅土司思伦发反
叛，率军从麓川进攻景东和定边。景东府 “山川

环绕，群蛮错列，亦控?之所也”［１２］５１４８。陆韧指

出：“麓川发动景东、定边进攻并非一般侵扰寇掠，

而是试图争夺并控制进入云南腹心地区的交通战略

要地，突破景东要冲，直插云南内地，凭借其侵占

云南半壁江山的形势，近逼云南腹心地区，吞并云

南。”［６］６９易门西南即是景东，突破景东，就可进击

易门，陆教授的分析从侧面证明了易门千户所设置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虽然麓川叛军并未进攻到云南

府境内，但易门与景东处在东西一线上，若无易

门，叛军攻下景东之后就会兵临安宁州，这就会造

成被动防御的局面。安宁千户所与易门千户所互为

声援，可以互相包抄，起到拱卫府城西南方的

目的。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明代云南府战略位置及分布在云南

府境内卫所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云南府处在王朝的核心区与边疆区的中

间地带，从中原核心区的视角看，云南府无疑属于

王朝的西南边裔之地；但从云南布政使司本身来

看，云南府却是整个云南的中心，即云南府具有

“边疆”与 “中心”二元性政治地理特征。

第二，云南府所在的环滇池区域是云南经济最

为发达、物产最为富庶的地区，且适宜耕种，四周

坝子众多，卫所屯军可以进行大面积的屯垦，解决

军粮及补给问题。

第三，云南府所辖卫所在布防上，主要考虑该

地的交通、经济、军事等战略地位，呈现以府城为

核心向四周沿着重要交通线和军事关隘扩散的态

势，说明云南府所辖卫所的布防亦属于内重外轻。

第四，云南府所辖卫所的布防注重彼此之间的

配合与互相支援。位于府治周围的六所，主要戍守

在沟通东西方向的大道上，其中四卫位于通向东面

的大道 “湖广普安路”的方向上，东面的杨林所

和东南的宜良所为其拱卫，并能互相策应。由于

“湖广普安路”沟通联系着帝国中枢，是云南稳定

的基石，故布防有四卫。位于府城西南的二卫面向

通往滇西与滇西南的必经之路上，联系着滇西的

“核心”环洱海地区。有明一代，滇西南的土司屡

有反叛，鉴于此，明廷加强了对西南的防御。府城

外围的安宁所与易门所为其拱卫，并且可以互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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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彼此之间呈掎角之势。

第五，布防在云南府治外围的杨林所、宜良

所、安宁所及易门所，不但与戍守府城的六卫之间

彼此策应，还与更外围的卫所之间形成彼此呼应的

关系。这些卫所都建在重要的交通沿线上，同时又

都考虑到军事防守与屯田的重要性，从而形成维护

云南稳定和交通畅通的卫所群。正是通过卫所之间

的联控布防，明朝在云南的统治才能从云南府向四

周犹如波纹一样推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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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莺的妈妈为寻求发展去上海读书深造，龙莺最初

因父母的矛盾冲突而烦忧、担心，后来她渐渐有了

自己的独立判断，决定追随好学上进的妈妈，并说

服了犹疑不决的爸爸。可以想见，龙莺在走向上海

大都市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一系列 “挫折”，但我们

有理由相信，她的融入必然更自觉、更顺利。作家

通过对两个孩子及其家庭发展走向的书写，让我们

看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带来的是更和谐、更重

视沟通的现代亲子关系，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童年的

“生命力量”。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以儿

童为本位，走进儿童的生命空间，在表现和认同儿

童独特价值观的同时，引导着儿童进行生命的自我

扩充和超越的文学。”［５］显然，雪飞和龙莺这两个

儿童形象都充满了不断成长、积极建构自我的

“主体性”，他们的言行、思想传递出一种朝气蓬

勃、充满行动力的当代童年精神，也体现出作家对

当代童年精神和文化意义的深刻理解。

在商业化、网络化的今天，儿童小说的童年书

写需要更加努力从儿童的真实生活出发，进而触摸

和深刻展现童年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非表象式

的审美观照才能让儿童小说显示出其艺术审美的广

袤和深厚的一面。《龙抬头，猪会飞》以一种大巧

若拙的朴素书写，表现了当下 “常态化”儿童的

生活面貌和成长轨迹，展现出社会发展对童年生活

的影响。作家对本土化、民族化童年的宏观把握和

美学思考，既为当下的童年书写提供了重要的艺术

参照，也为儿童小说注入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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