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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卫所屯田的空间结构探索明初莱州府

云南籍移民的性质

刘璐凤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摘要：明初胶东半岛云南籍移民的性质问题一直众说纷纭。相对于卫所驻守和屯田面积的狭小和零散分布，大

尺度的区域研究太过笼统，以当时莱州府南部为研究区域，利用地名志、家谱资料、地方志等资料，通过梳理

卫城军屯田亩与移民村落分布的空间结构特征，发现云南籍移民由沿海向内陆减少，而卫所屯军则主要分布于

内陆地区，将云南籍移民简单地认定为军籍移民是片面的，其移民来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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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胶东人普遍自称其先祖来自 “云南”或

“小云南”，对于其确切位置则观点众多，主要有

“山西说” “云南说”和 “山东说”，然而，明确

云南籍移民先祖的身份和迁出原因是讨论迁出地具

体位置的重要前提。曹树基通过对自然村建村情况

的统计发现沿海云南籍移民远远多于内陆，这与明

初在此集中设置沿海卫所的史实相符，故认为

“明初的胶东半岛是一个军人世界”，［１］即这些云南

籍移民是服役于沿海卫所的军人，但此推断是不严

谨的。假设并非军事活动迁移，是否说明这个迁移

群体性质的特殊性？比如：陈世松通过移民史和移

民传说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史实复原，指出川滇

移民远徙胶东半岛并非由于卫所戍守屯田，而是朱

元璋为了消除反侧势力，将四川地区明玉珍政权的

支持者前往异乡的战略布局。［２］张金奎则通过谱牒

中的相关记载，提出可能是在云南卫所服役的军士

趁安南之乱脱伍辗转迁徙到山东这一推断，也就是

说，这些移民并非是戍守屯田的沿海卫所军人而是



来自云南的逃兵。［３］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通

过史料解读所得出的。本文试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入

手探讨云南籍移民与沿海卫所设置的关联性，将云

南籍移民空间分布特点及卫所海防区和屯田区的区

划布局进行地理空间复原比对分析，以及对迁出地

乌撒卫性质讨论，以期对云南籍移民性质认定提供

一定的有益借鉴。

一、莱州府南部云南籍移民地域分布

（一）云南籍移民分布概况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 《山东省崂山县地

名志》［４］ 《山东省即墨县地名志》［５］ 《山东省胶南

县地名志》［６］和 《山东省胶县地名志》［７］四部地名

志书基本涵盖了今青岛七区和胶州市的自然村建村

情况。今青岛市下辖七区，包括市北区、市南区、

李沧区、崂山区、城阳区、黄岛区、即墨区 （此

七区均沿海而设，几乎包含青岛的全部海岸线）

以及三个县级市即胶州市、平度市、莱西市。明代

莱州府南部设立的沿海卫所均位于青岛市七区以及

胶州市境内。表１是根据四部地名志及参考刘德增
的相关考察［８］，对今青岛沿海地区云南籍移民村

落数量占比和建村时间所进行的统计。

表１　今青岛沿海政区云南籍移民村落统计

政区

今名 区域内卫所

云南籍移民

村落数／个

建村时间／年

洪武 永乐 明初 其他
总村落数／个

云南籍移民

村落百分比／％

黄岛区 灵山卫、夏河所 ３４２ １０２ ８７ １０９ ４４ １１０４ ３０９８
胶州市 胶州所 １８０ ６５ ４９ ５３ １３ ８０３ ２２４２
城阳区 无 １２６ ９ ８９ ８ ２０ ２１９ ５７５０
崂山区① 浮山所 ７２ ４ ５１ ３ １２ １３５ ５３３０
即墨区 鳌山卫、雄崖所 ２３１ １０ １５３ １６ ５２ １０８３ ２１３３

　　注：资料来源于 《山东省崂山县地名志》《山东省即墨县地名志》《山东省胶南县地名志》和 《山东省胶县地名志》。

（二）明初沿海卫所的设置及屯田分布

《明实录》［９］记载，洪武元年至八年 （１３６８年
至１３７５年）倭人曾七次抢掠山东沿海百姓，而诏
近海诸卫分兵讨捕，因此，作为明朝海防体系中重

要一环的山东半岛先后设立了７个沿海卫所以抗
倭，其中，莱州府南部沿海地区有灵山卫和鳌山

卫。《灵山卫志》［１０］载：“守土者皆世袭勋旧军户，

各于附近州县荒郊徼之地，令其圈占屯田养马，世

世捍御，所谓腹内之兵也。是以州县俱有大界，而

卫独无。”由此可见，因负责屯田养马的腹内之兵

散布附近州县，导致卫所不存在确切的疆域界线，

但尽管如此，我们可依据守城军和屯田军的职责之

别，大体上将卫所在军事区划分为以卫城为中心的

日常防区和以百户所为中心的屯田区两部分。

灵山卫，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年）魏国公徐达调指

挥佥事朱兴在莱州府胶州筑灵山卫城，但尚未正式

成卫，永乐二年 （１４０２年），指挥佥事郭崇重修。
灵山卫辖三个千户所，即左千户所 （附于灵山卫城

内）、前所夏河寨备御千户所 （今黄岛区琅笽镇夏

河城村）、后所胶州守御千户所 （附于胶州城）。灵

山卫城附近布置望海烽墩三十、滨海城堡十二，此

三十烽墩散布于卫城东、西和东北三个方向。

鳌山卫，于洪武二十一年 （１３８８年）徐辉祖
命指挥佥事廉高于莱州府即墨县城东２０ｋｍ（即今
即墨区鳌山卫街道）筑砖城设鳌山卫，领后所雄

崖守御千户所 （今丰城镇雄崖所）、前所浮山备御

千户所 （也称浮山前守御千户所，即今青岛市市

南区浮山所），卫附一所，称中所或右所。

与卫城沿海分布的特点不同，军屯呈现出远离

卫所、深居内陆、犬牙交错的分布特点。灵山卫所

裁撤后，卫所屯粮在胶州至内者悉归胶州，在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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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１９９４年，原崂山县进行较大的行政区划调整，部分村镇划分到李沧区和市北区，并新设立城阳区。青岛市内三
区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因行政调整较复杂，本文仅从 《崂山县地名志》中分拣出崂山区和城阳区两地的自然村建

村情况，又因三区地域面积相对较小对于分析移民的分布特征影响不大，将其统一视为临近的崂山区的范围。



高密境内者归诸城、高密。《高密县志》［１１］载 “按屯

田，胶州所五，灵山卫 （包括夏河寨所）十一，清

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年）灵山卫二十一屯钱粮改归高
密曰卫屯，亦散处各社中为三十二村”。根据地名志

资料和 《胶州志》［１２］的 《六乡建置开方图》，灵山

卫３３个军屯中有２４个可以确定具体位置，包括灵
山卫的宗家屯 （王台镇）、翟家屯 （今肖家屯）、杨

家屯 （六汪镇）、柳家屯 （宝山镇）、迟家屯 （王台

镇）、白家屯 （宝山镇）均在黄岛区；魏家屯、孟

家屯 （今铺集镇张家屯）、盍家屯位于胶州市；仪

家屯、韩家屯、李家屯、谈伍屯、韩伍屯位于高密。

夏河寨的刘家屯位于黄岛区琅琊镇，叶家屯、李家

屯、姚家屯、施家屯、周家屯均在今高密。胶州所

的沽河屯 （今大屯一村、大屯二村、大屯三村）、

郝伍屯 （今胶州市北关街道）、朱伍屯 （今胶州市

马店镇大后屯村、小后屯村）位于胶州。灵山卫军

屯有的位于今黄岛区，但并非在沿海卫城附近，反

而远离沿海，另有分布在高密和诸城。夏河寨所和

胶州所屯田则均分布在内陆的高密和胶州。

根据 《即墨县志》［１３］记载，鳌山卫裁撤后，屯

田并归即墨县的有六处，分别是俞家屯 （龙泉）、

黄家屯 （田横镇）、中黄家屯、梁家屯 （龙泉街

道）、朱家屯、潘家屯 （大信），共屯田１５６３６１１
亩 （１０４２４０ｈｍ２），其余二十九屯计 ２２８９４５亩
（１５２６３ｈｍ２）归平度州；雄崖所的八处军屯均归
即墨县，共１８２５２５５亩 （１２１６８３ｈｍ２），分别是黄
家屯、殷家屯、韩家屯、姜家屯、北阡村 （金口

镇）、周家屯 （金口镇）、殷西屯、柳树屯 （金口

镇）。浮山所军屯二十五处，有九处位于即墨县境，

屯田３１１７７６４亩 （８７４５１７ｈｍ２），分别是赵家屯、
葛家屯、李家屯 （今即墨大信镇唐李家屯）、毛家

屯、侯北屯 （大信镇）、任家屯 （大信镇）、侯南屯

（大信镇）、展家屯 （大信镇）、浮山所屯 （今浮

山），其余十六处位于平度州内，屯田５９４８８７亩
（３９６５９ｈｍ２）。由此可知，鳌山卫军屯主要分布在
今即墨区和平度市，而且以平度市为主。

二、从卫所空间布局看云南籍移民性质

（一）云南籍移民分布与卫所空间区划分析

　　从地理空间上进行解读发现，崂山区和城阳区

的移民占比最大，均达到了５０％以上。夏河寨千
户所和灵山卫所在的黄岛区，移民占比为 ３０％。
值得注意的是，有胶州守御千户所的胶州市和拥有

鳌山卫和雄崖千户所两个卫所在内的即墨市移民占

比较低，仅为约２１％。明清至今，大沽河一直是
一条自然县界，明清胶县和即墨县、现今胶州市和

城阳区均以大沽河为界，明胶州包括今胶州市和黄

岛区，即墨县包括今即墨区、城阳区和崂山区。崂

山、城阳、黄岛三区海岸线相比更加漫长，三区环

绕胶州湾，沿海面积广大，故大体上可以看作移民

数量具有从沿海向内陆逐渐减少的趋势，这也印证

了云南籍移民与临海建城的卫所存在一定关系，但

这些移民并非集中分布在卫城周边区域，相较于更

靠近卫城的黄岛、胶州等地，远离卫城防区的城阳

区和崂山区反而有更多云南籍移民。

军士 “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的分配原则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卫所军人的空间分布情况，除少

部分守城军集中在沿海防区外，绝大部分屯田军应

居住在远在内地的屯田区。从上述对卫所军屯分布

的梳理可知，灵山卫３３个军屯，可以确定有７个
在今黄岛区即灵山卫周围屯田，６个在今胶州，１０
个在今高密；鳌山卫以及浮山所和雄崖所裁撤后仍

归即墨县的有２３个，其余４５个军屯均划归平度
州。由此可见，屯田军的分布与云南籍移民由沿海

向内陆减少的总体规律不相符。所以，这批云南籍

移民的军事性质仍有存疑之处。

（二）家谱中的乌撒卫

在家谱中，除了 “云南”和 “小云南”出现

较多的就是乌撒卫，这也使许多学者认为云南籍移

民具有军事性质。

乌撒卫是洪武年间贵州都司所辖的一个军卫，

地接滇川。《明史·地理志》记载：“乌撒军民府：

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正月为府，属云南布政使
司。十六年 （１３８３年）正月改属四川布政使司。
十七年 （１３８４年）五月改升为军民府。”值得注意
的是，乌撒卫城位于今贵州威宁县城，与乌撒军民

府同城而设，由于洪武年间贵州布政使司尚未成

立，贵州地分属四川和云南辖，位于川滇贵交界处

的乌撒府，终明一代一直是四川的辖境，而乌撒卫

则一直是贵州都司的下辖卫所，其防区包括今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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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的赫章、威宁两县和云南境内的宣威市。由于

乌撒卫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洪武时期南征

云南的重要据点，也是川滇通往中原的必经

之地［１４］。

即墨区蓝村街道肖家泊子的 《萧氏族谱》记

载：明永乐时 （１４０３年—１４２４年），萧氏由云南
“汉阳”槐树里头迁往阴岛落脚，后有二人来此地

立村，因地势低洼积水，称肖家泊子，简称泊子。

查阅城阳区红岛 （即阴岛）肖家族谱，记载如下：

公元１４０４年 （永明乐二年），萧氏先祖萧传、萧

珍兄弟和萧整、萧玉兄弟由云南乌撒卫乘船迁至山

东即墨县西南隅之阴岛 （即今红岛）。虽同属一宗

族且一致记载迁自云南，但具体迁出位置却不一

致，可见，族谱中记载的迁出地并不可全信，“云

南乌撒卫” “小云南乌撒卫”这种地名记录方式，

很有可能与 “云南汉阳”一样，是一种迁移路线

的简要记载，乌撒卫或许是人口迁移的一个集中地

或中转站，将乌撒卫看作是迁出地，进而认为云南

籍移民属于军事移民是值得商榷的。

三、结论

对今青岛沿海地区云南籍移民村落的统计，揭

示了明初莱州府南部云南籍移民具有从沿海向内陆

明显减少的分布规律，但又并非集中在卫所周边的

沿海区域，反而远离卫城的沿海区域比重最大。作

为卫所另一重要组成的军屯则主要分布于胶州、高

密、平度、即墨等内陆地区，因此，占军士数量七

分的屯田军自然应于内陆的屯田附近居住，而仅有

三分守城军居住在沿海的日常防区，这与云南籍移

民由沿海向内陆减少的规律不相符。所以，这些云

南籍移民是否是卫所军人还待商榷，我们不能仅仅

根据家谱中普遍记载的云南乌撒卫，以及明政府在

洪武和永乐年间集中设置的登莱沿海卫所就轻易将

云南籍移民的性质定义为军事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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