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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堡 中 的 里 坊 制
———一项建筑社会学的比较研究

李　严，张玉坤，李　哲
（天津大学 建筑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

　　摘　要：里坊不仅存在于古代城市和乡村聚落，而且被移植进明代长城边防军事堡寨中。经过大量实地
踏勘，发现以军事建制为主的明代边防地区修建了上千个军事聚落，遗存至今保存较完整的也有上百个，里坊

居住模式也普遍存在着，居住形态表现在建筑学和社会学两个层面。通过对明长城军堡与里坊制在社会学和

建筑学两层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军堡与里坊均是集防御与居住于一体的聚落，军堡与里坊实际上是同一

种聚落形态的不同表达方式，以至军堡与里坊具有建筑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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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长城军堡是明长城沿线由国家统一兴筑，
与长城共同承担边疆防御任务的城池。城池内除

了驻扎百名左右的兵力外，还存储了作战武器与

耕田农具，士兵在作战之余要耕种粮食，自给自

足。明长城东西８８００多公里，分成９个军事重镇
分段防守，每个重镇下每隔三四十里设一军堡，所

建军堡数以千计，遗存至今保存较完整的也有上

百个。军堡由于地处偏远，城市化进程较慢，较多

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城池空间布局的历史原貌。作

者所在课题组自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明长城军事聚落与防御体系基础性

研究”等支持下，对山西、陕西、宁夏等９个省市
自治区的近百个军堡进行了实地踏勘，发现九边

重镇中以军事建制为主的边防地区，里坊居住模

式也普遍存在着。史料中也有零星记载，如《嘉

靖宁夏新志》［１］记载：宁夏镇后卫有“镇靖、振武、

平朔、扬威”四坊，东路兴武营守御千户所中有靖

虏、迎恩两坊，西路广武营中有永宁、威镇、靖虏、

武备、保安五坊，鸣沙州城中有通义、安和两坊。

军堡与里坊的关系研究对于里坊制的理论研究和

实物科考具有重要价值。

　　里坊制是明朝城市和农村基层组织单位的结
构形式，居住形态表现在建筑学和社会学两个层

面：建筑学层面是指封闭的坊墙、坊门、内部的道

路、住宅的排列方式及其他建筑设施；社会学层面

是指对居住在里坊中的居民的组织管理机构、方

式、内容及其他社会学内涵。军堡不仅在空间布

局上采取里坊制，而且军事管理制度也与里坊制

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军堡与里坊制建筑学层面比较

　　军堡虽然分布在不尽相同的地形环境中，高
山沟谷、沙漠荒原、平原河滩，而且出于控厄交通

要道等防守的需要往往平面形态不很规则，甚至

有的堡墙依山就势而建［２］，但是经过大量实地考

察来看，大多数堡城在规模和平面布局上存在一

·７２·



定的规律性：堡内主街呈十字形、丰字型或一字形

等，道路通畅；四周堡墙，堡墙内部环城马道；每边

堡墙上设墩台，角处设角墩台；堡开一到四门，门

设瓮城，堡门和瓮城门上有城楼；堡中央十字街交

叉处设“镇中央”楼。井若干；堡内有指挥将领的

署地或行政部门衙署；堡外有校场、演武厅等。

（见图１）不同级别的军堡城池规模不同，级别越
高城池规模越大。如最低级别的堡城，主街多是

一字形，堡门有一个或两个；高一级别的所城和卫

城，主街多呈十字形和丰字型，支巷也较多，堡门

有两个、三个或四个（见图２）。

图１　军堡的空间模型（作者绘制）

　　里坊的具体形态和结构在以往的研究［３］中得

出的结论是：里坊内部大都由方格网道路划分。

每一方格为一“里”，里四周环以墙垣，里中有一

条直通的主路将里坊分成左右两部分，主路两端

有里门与里外道路相通，主路两侧有与之垂直的

支巷将整个里坊划分成均等的几个居住单元，宅

院则沿支巷排列布置，坊有坊门（见图３）。
　　从军堡的空间结构和里坊的形态结构比较来
看，两者均有主路、支巷，巷口有巷门或坊门，内部

建筑沿支巷排列布置，城四周环以墙体作为外围

护防御设施，城有城门与外界相通。军堡则多一

些校场、演武厅、角墩等军事设施。军堡与里坊均

是集防御与居住于一体的聚落。

图２　军堡平面示意图（引自：倪晶
《明宣府镇长城军事堡寨聚落研究》）

图３　“里”的结构模式推想
（引自张玉坤《聚落·住宅———居住空间论》）

　　二、军堡与里坊制社会学层面比较

　　社会学层面比较指军管区军堡和行政辖区中
里坊分别对人户和土地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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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人户的管理
　　里坊制聚落的管理方式是：里坊内的里门与
城市道路相通，一里中有一定的编户和管理机构，

里门亦设专人把守，门制甚严，进出城门要凭借腰

牌，朱璐《防守集成》［４］载：“每家给一腰牌，开写年

貌、籍贯，官给印验，必有牌出入，城门方准放行。”

　　里是地方行政的基层单位，洪武十四年的黄
册里甲编制，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每里设十户里

长，百户甲首，每一里长统十户甲首，分为十甲，轮

流应役［５］。每里编为一册，称之为黄色。严密户

籍制度的制定对于控制人口流动、保障国家赋税

征缴具有重要意义。

　　卫所军事管理制度中对军户的管理体现在对
军籍的严格管理上，明代为保证边疆兵源的充足

采取严格的军户制度。军人都必须在军营结婚安

家，军户家属享受军饷供给和赋役优免及世袭特

权。“兵役之家，一补伍，余供装，于是称军户

口”［６］。《明会典》记载，“明代凡天下冲要及险阻

去处，各画图本，并军人版籍，须令所司成造送部，

务知险易”，同时规定，“图本户口文册，俱限三年

一次造报”［７］。可见类似于行政建制的黄册里甲

系统，军事建制对军户的管理也制定户口文册，且

不仅针对军士一人，还包括其家属。

　　（二）对土地的管理
　　明朝对于地方上土地的管理采用“都保制”，
并通过鱼鳞图册制度进行统一管理。洪武二十年

（１３８７）将国之土地进行度量，绘制土地总图、分
图，画出每块田土的形状，以田主的名字命名，编

类造册，状如鱼鳞，号鱼鳞图册。限制土地私人买

卖避免富民隐匿田产。田赋档案籍册是各级政府

征税派役的依据，也是土地拥有者、使用者的有效

凭证［８］。

　　在军管区，卫所制度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
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根据卫所与地

方行政区划的关系，按照是否领有实土将卫、所分

为实土卫所、准实土卫所、非实土卫所三种［９］。这

三类卫所都涉及到对土地的管理问题，其中实土

卫所和准实土卫所还要管理辖区内的非军户

人口。

　　边地军户“有事用兵以战，无事用兵以耕”，
战争之时，往往“以三人耕，供七人之食。”［１０］关于

军屯的土地管理方式王毓铨著《明代的军屯》［１１］

里说：“当初屯地的登记方法，很可能完全和“民

田”一样，管理民户土地所凭借的是图籍，管理军

屯土地也必须凭借图籍。”军屯的图籍指的是“屯

田黄册”，又通称为“屯田册”、屯田“文册”、“屯

册”，或“屯种军伍文册”。书中推断“屯田黄册”

的内容：屯有屯名，每屯土地分编若干号字，次第

排列号数，注明承种屯军、地亩数和座落地点子、

粒数额等。在监督管理上，都指挥使及同知佥事

常以一人统司事，一人练兵，一人屯田。总旗和小

旗是军屯管理官职的最低一级（将军屯管理系统

按屯官由低到高顺序列表，见表１），小旗统领十
人，全队１１人；总旗统领五小旗，共５６人。类似
民户里甲制度中的“里长”、“甲长”，总旗、小旗又

称“旗甲”。

表１　军屯管理系统

屯官 统领人数

小旗 五人至六人

总旗 十小旗，五十六人

百户 二总旗，一百一十二人，或七八十人

千户 十百户，或七百户，或三四百户

指挥佥书 三千户，或二千户

都指挥佥书 按都司所属卫分

　　三、军堡与里坊制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试将军堡与里坊制的关系归
纳如下：１．军堡与里坊均是集防御与居住于一体
的聚落。军堡以防御为建制出发点，兼有居住功

能；里坊以居住为建制出发点，兼有防御功能。２．
军堡与里坊实际上是同一种聚落形态的不同表达

方式。同一种聚落形态指同一种集防御与居住为

一体的聚落形态。“里坊”侧重其组织管理而强

调其内部结构，“军堡”侧重其防御功能而强调其

外部形态。３．军堡与里坊具有建筑学层面和社会
学层面的一致性。建筑学层面的一致性指建筑形

态中的墙、门、内部道路、居住建筑排列方式及其

他建筑设施，社会学层面是指对居住在其中的人

口的组织管理机构、方式和对辖区内土地的管理

方式。综合建筑学层面与社会学层面军堡与里坊

的相似点，见下页列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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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军堡与里坊对比表

比较项 军　堡 里　坊

建

筑

学

层

面

外

部

形

态

墙垣 四周环以墙垣 里四周环以墙垣

主路 主干道呈十字形或一字形 里中有一条直通的主路或十字形路，丁字形路

支巷 主路两侧有与之垂直的支巷 主路两侧有与之垂直的小巷

门 堡门 里门，坊门

居住建筑 呈行列式布局 呈行列式布局

祠庙 众多祠庙 众多祠庙

门房 有 有

社

会

学

层

面

管

理

体

制

名称 堡或屯堡 里（乡村行政单位）

总人口 １１２军户 １１０户

首领

守备、操守 里长

每百户设两个总旗 每里设十户里长（轮值）

每百户设十个小旗 每里设百户甲首

职责 司事、练兵及屯田
里长的职责：派徭役；管理里内治安；监督里内户

口；组织领导生产；管理里内防疫

层级管理 都司—卫—所—守备—总旗—小旗 省—府（直隶州）—县—乡—都—里

人口管理 军户的户籍管理 黄册户籍管理制度

武职人事档案 贴黄制度

城内人员分工 常操军、屯军、守城军 守城、耕地

身份证明 户口文册 腰牌，十家牌法

土地管理档案 屯堡、实土卫所等（高于堡的等级）的

“由纸”或“屯田黄册”

鱼鳞图册

税收 屯田子粒或税粮 赋税、税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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