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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齿卫位于云南都司所辖卫所的最西端，是明朝保障滇西边疆安全的重要设置。金齿卫于洪武十五

年（１３８２年）开始设置，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正式设金齿卫指挥使司，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才完成金齿卫

所辖千户所的设置，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金齿卫与永昌府合并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金齿卫的军丁来

源包括元代守御军丁和明初外地充军的移民。其中，金齿卫接纳了大量的犯罪官民，以至于军丁超出明代

卫所的军丁标准数量，且相当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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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司卫所是明朝控制各省要害区域的军事设
置。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正月，明朝在全国各地的险
要地方设立卫所规定，每个卫５６００人，每个千户所
１１２０人，每个百户所１１２人，并由指挥、千户、百户
等官率领。若有战争，则由总兵官佩将印统领；战争

结束后，总兵官上交所佩印符，军丁各回本卫，且总

兵官不得擅自调动。［１］２４６－２４７各卫设指挥使司，指挥

使司隶属于都司，其将领多为世袭官员，也有流官，

凡袭替、升授、优给、优养等须通过都指挥使司，报送

所隶都督府，由兵部决定。［２］各卫的官员设置，“各

卫指挥使司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四

人，卫镇抚二人，升授、改调增至无定员，其属经历司

经历一人，知事一人，有卫学教授一人，训导一人。

各卫指挥使司掌军旅防御之事，使同知、佥事、考选

掌管卫事”［１］２４７。卫所军人也实行世袭制，包括跟随

朱元璋的从征军人、元朝或其他失败政权投降的军

人、谪戍的罪人，还有从编户中选拔的军丁等种类。

《续文献通考》载：“兵之取亦多途矣，有从征，有归

附，有谪发，有籍选。从征者，诸将素将之兵也，平定

其地有留戍者矣；归附者，元之故兵与诸僭伪者之兵

也，举部来归，有仍其伍号者矣；调发则以罪人；籍选

拔之编户：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则人无定贯。人

无定贯则额难久盈，积之百九十年而欲伍不耗，不可

也。”［１］２４７其中，主要军丁来源为“谪发罪人充之，使

子孙世世执役，谓之长生军”，他们“率皆奸民，善于

作弊，无惑乎什伍之亏耗”。［３］



明朝统一云南后，也在要害地方设置卫所。目

前，对云南都司卫所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边疆卫所

是否是实土卫所、卫所制度与移民、卫所制度与云南

经济开发等方面展开，由于资料的限制，主要是以云

南都指挥使司为研究范围的宏观研究，而以卫为单

位的研究较少见。金齿卫是明代云南位于最西端的

卫所，是明朝加强滇西边疆控制的军事设置。洪武

十五年（１３８２年）开始筹备建立卫所，洪武二十三年
（１３９０年）金齿卫与永昌府合并为金齿军民指挥使
司。毕奥南《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

在讨论明朝洪武时期明朝与麓川的关系过程中，对

金齿卫设置有简单论述［４］，但仍略去一些细节，使

金齿卫的设置情况仍不甚清楚。笔者《麓川崛起与

明初滇西边疆经营》（《保山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４
期）讨论了明初在永昌地区的设置和管理，但限于

主题，并未对金齿卫的设置情况进行展开论述。鉴

于此，本文拟对金齿卫的设置过程、卫所分布、军丁

来源及数量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教于大家。

一、王真设卫被俘

明朝在永昌地区的卫所建设始于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但文献对当年所设的是金齿卫还是永昌
卫说法不一。景泰《云南图经志书》［５］１１１、《寰宇通

志》①、《天下一统志》②、天启《滇志》［６］８１０３、《明

史》［７］５７等认为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设置的是金齿
卫，万历《云南通志》的记载则自相矛盾，卷七《兵食

志》说“永昌卫，在永昌府治西南，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
年）建”［８］１７８，卷二《地理志》却说设立的是金齿

卫。［８］６５《国榷》的记载也自相矛盾，既说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设永昌卫，又说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二
月二十二日任命李观为金齿卫指挥使。［９］６１８，６３３《明

太祖实录》说“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二月庚子……
寻以观音保为金齿指挥使，赐名李观”③；又说洪武

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十二月初二日罢永昌卫，改金齿
卫为军民指挥使司。④ 其他有关设置金齿军民指挥

使司的文献都说是撤销永昌府，改金齿卫指挥使司

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笔者认为，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准备设立的卫是金齿卫，永昌卫则是嘉靖
元年（１５２２年）撤销指挥使司后所设。《国榷》、万
历《云南通志》等是在追溯嘉靖以后永昌卫的源流

时，误把金齿卫当成永昌卫；而《明实录》中出现矛

盾是因为将“永昌府”误认为“永昌卫”所致。

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任命王真为金齿卫指挥
使，命其设立金齿卫，修复永昌城。但当时的金齿卫

还处于拟设置的状态。金齿卫设置还未完成，就遭

到麓川的干预而中止，王真也被麓川俘虏。在击败

麓川后，又任命元代旧臣李观恢复永昌府，初设金齿

卫，并设左、右二千户所。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正
式设金齿卫指挥使司，李观为金齿卫指挥使，次年调

整金齿卫的卫所设置。

先说金齿卫的位置。张志淳《南园漫录》卷六

《金齿》曰：“金齿非地名也，事见于汉唐至元（代）

〔伐〕缅伐八百，为金齿夷所遮，遂发金齿诸国，此正东

汉所谓永昌徼外之夷，即今大伯夷种也，后元立通西

府于银生甸，即金齿夷之地，地有蒙乐山，最后不能

守，移金齿卫于永昌府。洪武十六年永昌府为思伦所

屠，指挥李观犹以通西府来署掌永昌府事。”［１０］８８在张

志淳看来，金齿、永昌是毫不相干的地方。金齿是元

代通西府所在地银生甸，元代曾设通西军民总管府。

《元史》曰：“通西军民总管府。大德元年，蒙阳甸酋

领缅吉纳款，遣其弟阿不剌等赴阙进方物，且请岁贡

银千两及置郡县驿传，遂立通西军民府。”［１１］通西府

的位置，方国瑜先生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引

《明史·地理志》：“陇川宣抚司西南有通西军民总管

府，元至元二十六年置，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三月为
府，后废”，又引张志淳《南园漫录》：“元立通西府于

银生甸，即金齿夷之地。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指挥
李观以通西府印来署，掌永昌府事”，认为盖通西府地

以产银著称，《元志》谓其首领请岁贡银千两，张志淳

称为银生甸，疑其地在波龙，自古有银矿，产银甚旺。

另外，清朝周裕的《从征缅甸日记》载波龙厂之盛，居

民为崩龙族，因此以波龙称其地。［１２］９９６由此可知，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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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西府在怒江以西的波龙地区。明初，云南所辖府

的名单上也有通西府，但从明军所到之地以及军事补

给来说，明朝并未对其进行实际控制，也未见元朝或

明朝在通西府设立金齿卫的记录。

明朝计划设置金齿卫的地方在永昌城。洪武十

五年（１３８２年），明朝拟设金齿卫，并任命王真为指
挥使。王真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怒江以东的永昌地

区，他因“旧基而重修永昌府城”［８］１３５，又准备设立

金齿卫。麓川对明朝在永昌地区修城设卫活动感到

紧张，因此进行武力干预，使永昌城遭到严重的破

坏。明初对金齿地区（包括麓川、平缅区域在内）使

用诏谕手段，得到了麓川、平缅，以及永昌、腾冲等地

土官的归顺。① 这使粮食供应不足的明军以为占了

便宜，但这极有可能是麓川的缓兵之计。麓川因此

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并以此图反抗。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麓川的确联合其
他势力反抗明朝在永昌地区的统治。金齿土官高大

惠、也先虎都勾结麓川，侵占南甸、腾冲②，经上江，

屠永昌城，俘获金齿卫指挥王真。③ 曹树翘《滇南杂

志》曰：“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六月元普颜笃复叛，
据佛光寨，也先不华陷邓川。十月金齿土官高大惠

拜也先虎都，构麓川夷入寇，屠永昌。高大理土官高

生等叛，围云南。都督郭英讨之。”［１３］这一事件的时

间也有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者，且方国瑜先生认为
在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初较为确切［１４］。何孟春

《裁革冗员疏》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概述：

“惟金齿一司……圣朝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于指
挥王真处降附，十六年（１３８３年）春附近诸夷忿王真
立卫镇守，不恤府事，乃共推已退土官

%

公，引麓川

思可发夷兵数万来攻，生擒王真，尽夷其城而

去。”［１５］万历《云南通志》有永昌城为麓川所夷的记

载，冯盨《滇考》亦曰：“思瓦代立，明初负固不服。

其部属答鲁方雕斯郎杀思瓦法而立其癙思伦。思伦

即满散之子也。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陷永昌，屠其
城，执指挥王真。”［１６］这表明金齿卫指挥王真在永昌

府城，且王真在永昌府城是为筹备金齿卫。

明朝统一云南之时，恰是麓川强大之时，麓川不

战而降，但明朝在怒江以西地区设府，试图延续元朝

分裂麓川的做法，使麓川感到紧张，于是麓川联合土

官、北元势力进行反抗。永昌城在此次事件中基本

被毁坏。此次事件之后，明朝承认了思伦法对麓川

和平缅的控制，明朝甚至基本失去了对怒江以西地

区的控制。方国瑜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

说：“麓川思氏强盛时其势力所控制者，麓川平缅

（陇川、猛卯、遮放）之外，在潞江以西有干崖（干崖、

盏达）、南甸、腾冲、潞江、芒市、户撒、腊撒之地，在

潞江以东，澜沧江以西，有孟定（孟定、耿马）、孟琏、

大侯、湾甸、镇康之地，在澜沧江以东有威远、镇沅、

者乐之地，足见《百夷传》所说麓川思氏之疆界可

信。明兵平滇之初，正当麓川强盛，洪武十七年

（１３８４年）设置麓川平缅宣慰司，即以当时思氏所控
制之区域为境界。”［１２］８６３－８６４鉴于此，明朝加强了永

昌地区的军事建设，并恢复设置金齿卫。

二、李观设卫

明初在永昌地区的卫所设置处于草创阶段，设

置未完成，就遭到了破坏。明朝不得不将怒江以西

的设置撤销，甚至连正在修复的永昌城也被麓川破

坏，负责筹备金齿卫的指挥使王真也被麓川俘虏。

麓川反对王真设卫，说明麓川不愿看到明朝在永昌

地区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明朝收复永昌城后，命李观承担王真未完成的

任务，修复永昌城，并继续筹备金齿卫。李观是元代

的旧臣，原名观音保，其以投降明朝的身份被带到应

天府，并得到朱元璋的宽恕，而且朱元璋命他接替王

真的工作。《明实录》载：“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二
月庚子，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遣人送故元云南右

丞观音保、参政刘车车不花，及酋长段世等一百六十

人至京，献马一百七十匹。赐钞有差，仍各赐其家属

衣服。寻以观音保为金齿指挥使，赐姓名李观。”④

李观接替王真筹备金齿卫，重修永昌城，迁建安边、定

远楼，申明律令，边境肃然。王景常《金齿安边定远

楼》曰：“既平云南之明年，群蛮蠢动，同日煽乱，所在

逐官守，图城郭。永昌受害为剧。既数月，次第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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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致其酋帅于京师。天子以为教化未加，罪不在蛮，

一置之不问，且即其酋帅而任之。重愍永昌之惨于荡

覆也。以元右丞李公忠谨可属命，佥云南指挥事，往

抚之。”［１７］

在卫所设置方面，李观力主恢复金齿卫，以加强永

昌地区的军事建设。何孟春《裁革冗员疏》载：“十六年

（１３８３年）……十月云南指挥李观请复立永昌府、金齿
卫，招抚安辑。十七年（１３８４年）闰十月，朝廷降到永昌
府印，又续发南京及各处军万名充实军伍，府卫相参，

军民安堵。”［１５］在李观的努力下，恢复了筹备金齿卫的

事宜，并在元代军营的基础上设左、右二千户所，①并将

其作为当时控制滇西的临时措施，表明明朝已注意到

加强金齿地区军事力量建设的必要性。此后，明朝从

江南等地区移民到金齿，使金齿地区的充军人数增加，

以逐渐满足明代标准卫所的条件。

金齿卫的军丁来源包括元代守御该区域的军丁

以及明代新充军的外地军丁。元代守御该区域的军

丁，主要因其长官投降而被收编为卫所军丁。如洪

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元代永昌千户阿凤投降②，其所

统领的军丁极有可能也因此被明初筹划的金齿卫收

编。明朝不仅收编永昌千户所的军丁，而且可能吸

收了元代明义军万户府、爨军千户所以及回回千

户所的军丁。天启《滇志》载：“明义军万户府址，在

府清宁坊之东，后为左千户所军营……爨军千户

所址，在中正坊西，后为右千户所军营。”［７］１４６这表

明，明初金齿卫左千户、右千户可能吸收了元代明义

军万户府和爨军千户所的军丁。而中左千户所由

元代回回千户所改成［１８］，其可能吸收了元代该千户

所的回回军丁。直到现在，该区域仍是保山城内回

族聚居区。由此可知，元代永昌地区的军丁编入金

齿卫，成为金齿卫的土军。

除了土军，明朝还从内地移民充实金齿卫。麓

川屠城改变了朱元璋对西南边疆局势的认识。洪武

十六年（１３８３年）六月，朱元璋得知元朝在麓川设的
３６路都被麓川所占据，且又得知思汉法乘大理段氏

与云南梁王争夺的时候，越过澜沧江，侵占楚雄西南

地区。朱元璋因此认为云南必须有足够的兵力防备

麓川，因此从内地移民充军。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
年），明军控制永昌时，设金齿卫，但兵力不足，旋即

遭到麓川和元朝旧势力的攻击，城被破毁，居民因被

屠杀而减少，故而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移中土大姓
充实。③ 明朝还谪戍官员，发配卫所逃军至金齿。

如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沂州卫官军擒获土贼７０余
人，皆谪戍金齿；云南属卫将校谪戍９６０人到金齿；④

还将南京戍守云南将士家属送往云南［９］６７４；等等。

以上移民，除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的大姓可能加入
永昌府籍外，谪戍人员、军士家属等入籍金齿卫，如

朱元璋对金齿卫官员说：“所移徙不下万数，皆奸儒

猾吏、累犯罪人。”［９］６７１这表明，谪戍、发配的人入籍

的是金齿卫。因此，金齿卫因有谪戍人员的加入，户

口增加，建制不断完善。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设
金齿卫指挥使司。［６］８１０３次年，设中、前、后、中左、金

齿五个千户所。⑤

金齿卫到底管辖多少个千户所呢？笔者曾在

《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研究》一文中说

“１３９０年（洪武二十三年）之前，永昌地区设有金齿
卫和永平守御千户所，其中金齿卫辖五个千户所，永

平守御千户所为两个”，并以此认为金齿卫的千户

所数量没有超过明代每个卫辖五个千户所的标准，

只是每个千户所的军丁超额。［１９］但景泰《云南图经

志书》载：“近年以来惟领千户所十二”，分别指左、

右、中、前、后、中左、中右、中前、金齿、永昌，以及永

平二守御千户所。［５］１１３其中，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
年）置中左、中右、中前、中后四个千户所。⑥ 永乐元

年（１４０３年），设腾冲、永昌二个守御千户所。⑦ 正统
十年（１４４５年），立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腾冲脱离金
齿军民指挥使司。可见，景泰时金齿军民指挥使司

司所辖十二个千户所中的左、右、中、前、后、金齿等

千户所都应是金齿卫时期的千户所。其中，洪武十

９９第１期　　　　　　　　　　　　　　　　　　罗　勇：明代金齿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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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１３８６年）设中、前、后、中左、金齿五个千户
所，①永平守御千户所，即金齿前前、右右千户所。［２０］

甚至左、右二所是在金齿卫指挥使司设置之前，即洪

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时已存在。② 但其中也有矛盾，
如中左千户所，康熙《永昌府志》说洪武十九年

（１３８６年）设，但《明实录》说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
年）设。由以上考证推测，在设金齿卫之前已有两

个千户所，设金齿卫后新设七个千户所，则金齿卫领

有九个千户所，即左、右、中、前、后、中左、金齿千户

所，以及二个永平守御千户所。

关于金齿千户所，《明史》曰：“镇安千户所，旧

为金齿千户所，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年）改，驻守猛
淋。”［６］２２１１又康熙《云南通志》载：“镇安守御千户

所，在永昌府治西南潞江外三百五十里。万历十三

年（１５８５年）改金齿所始设。”③镇安千户所由金齿
千户所改成，其驻地为猛淋，即今龙陵县镇安镇。这

里所说的金齿千户所可能是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年）以
后到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年）之前永昌卫所辖的金齿
千户所。但不可否认的是，金齿千户所的确设在猛

淋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笔者田野调查期间，龙陵县文
物管理所所长杨兴卫介绍，镇安镇杨氏后裔家中有

一份洪武时期的诰命。在杨兴卫的帮助下，笔者见

到了诰命的照片。诰命曰：“杨均年五十四岁，系大

理府赵州白人氏，前赵州元帅。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
年）二月大军克大理，于永昌侯处归附。洪武十六

年（１３８３年）往姚安府诏谕土官自久回还，开永平县
道路，就彼守御。十一月蒙充大理卫左前所百户，管

领土官，调守金齿。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八月实受
昭信校尉，大理卫世袭百户。当月赴京授世袭敕命。

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五月拨左所。洪武二十年
（１３８７年）正月调金齿千户所。”诰命中出现了金齿
卫、金齿千户所、金齿千户所世袭百户等内容。如果

金齿卫时期的金齿千户所、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时期

的金齿千户所以及永昌卫时期的金齿千户所之间的

设置地点都在一处，则表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设
置的金齿千户所就在猛淋。

中千户所在元代永昌府旧址的基础上设置，天

启《滇志》载：“哀牢县址在府城太和坊之东，为元永

昌府。洪武中以其地为中千户所军营。”［７］１４５洪武时

期唯有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设过中千户所，因此可
以确定天启《滇志》所谓的中千户所就是洪武十九

年（１３８６年）所设隶属于金齿卫的中千户所。
中左千户所则由元代的回回千户所改成，位置在

法明寺东南，而其军丁也以回回人为主。曹学?《大

明一统名胜志》载：“回回千户所在城法明寺东南，改

为中左所军营。”［１８］天启《滇志》也载：“回回军千户

所址，在法明寺东南，后为中左千户所军营。”［７］１４６

关于左、右两个千户所的位置及来源，天启《滇

志》载：“明义军万户府址，在府清宁坊之东，后为左

千户所军营……爨军千户所址，在中正坊西，后为

右千户所军营。”［７］１４６

关于永平守御千户所，正德《云南志》曰：“在永平

县治东北，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建，内有金齿前前、右
右千户所，每所领所镇抚一、百户十。”［２０］景泰《云南图

经志书》所记与此相同。万历《云南通志》也说有前前、

右右二千户所。［８］６６所以，永平御始建于洪武十九年

（１３８６年），应与金齿卫所辖中、中左、金齿等千户所同
时设置，所辖千户所为隶属于金齿卫的前前、右右千户

所。《滇系》则说永平有前、后二千户所。④

此外，金齿卫前、后千户所军营则无考。

三、军丁超编与加强管理

金齿卫所辖千户所及其军丁都是超额的。明代

卫所的标准是每个卫所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

１１２０人，每个卫 ５６００人。金齿卫有九个千户所，
按照每个千户所１１２０人的标数额计算，理论上明
初金齿卫所辖军丁为１００８０人。实际上，金齿卫军
丁数量远超过此标准，仅谪迁军丁已超过万人。［９］６７１

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中也说：“洪武年间云南每

卫配置的千户呈超额状态。”［２１］就金齿卫的具体情

况来看，不仅千户所的数量超额，而且每个千户所的

军丁数量也超额。另外，明朝还规定所迁卫所军人

都要有家室同行。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

年（１３８７年）八月乙亥，诏在京军士戍守云南，其家
属均遣诣戍所。”所以，永昌地区的移民虽然没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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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数字，但实际数量肯定比军丁更多。

明初金齿卫军丁超编，且金齿卫的官军“不下

万数，皆奸儒猾吏、累犯罪人，不易制治；遣往指挥、

千百户、镇抚，亦多恃功放肆之徒”，较难管理。洪

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年底思伦法进攻景东后，朱元璋
派间谍李原名到麓川。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五月
李原名汇报说：“百夷诡诈万端，虽数千万言，并无

一语可信者。”并且出使麓川地区的军官“皆是贪财

好利小人，不知事势轻重，一概张威，贻笑诸夷。尔

来靖江不才，用大理印行，令旨前去，去人皆非道理，

以致上累朝廷，下被?辱”。以上因素促使明朝加

强对永昌地区卫所官军的管理。于是，朱元璋下令：

“自今以后，平缅并不许一人差往，静以待之。彼来

有文，止答大概数句。若无文，人至毋与较论。其差

发之物，并不许取。如此数年，麓川之地可入版图

矣。固守此言，毋得轻与往来。若使往来，中彼侮

慢，绝迹不交，默然不动。”［２２］六月朱元璋令李观等

“严加号令而制服之则易，方乃金齿固守；不然，倘

失机误事，则储等不得无罪。敕符到日，若如命练军

卒，教囚徒，深沟高垒，观平缅之动静，庶可守城之

道。练囚为兵，验定人数，各守地方，每丁实守地几

尺及丈，务要分派精明”［７］５９４。朱元璋要求李观等人

“以指挥、千百户、镇抚所统旧军精加训练，使各守

分地，以观平缅动静，敢有顽肆不依军律者罪之”①。

四、总结

明朝统一永昌之初，即在永昌地区筹备金齿卫，

但因麓川干预而中止。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明朝
继续筹备金齿卫的工作，而且设置了左、右千户所。

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正式设置金齿卫，次年设金
齿、中左、中、前、后五个千户所。其中，金齿千户所

可能在怒江西部的镇安，中左、中千户所在永昌城，

前前、右右守御千户所在永平县，而前后千户所位置

不可考。金齿卫的军丁来源，既有元朝永昌地区的

守御军丁，也有从内地充军而来的军丁。金齿卫接

纳了大量的官民罪犯，军丁超过了卫所军丁的正常

数量。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年），金齿卫与永昌府合
并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此后不再出现，但《明史》

在记录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登记的全国都司卫
所名单中还有金齿卫，［６］２１９８这应当是《明史》编纂者

疏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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