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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採討明代中葉一支出文人領軍的部隊成功之事例，

進而分析其與清代湘、准軍之異同。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簡介

明中葉L上西全境及閩、粵、諧、湘交界區的軍情態勢，做為 F立;

深究的背景軍區。第 早描述王守仁在南積巡撫{下的的建軍和戰

果，尤其著重發掘其所部儒將們的履歷和事蹟。第三章就討不寧

主股海 役，剖析守仁所部之各類成員 1 以及他們的出身和行

車。第四單以〈實錄〉和科銘史料，檢證(明史〉對守仁部將仕

途評述之精確度。最後歸結出兩項研究成果其一，王守f 是一

代大懦， jf深遠學益和崇高聲望自有助於號召幹部、克敵制勝

而其在議的卓著事功，後來也成為江有王學所繼承的重要資產之

。其二，守仁在讀部隊的解散，世不盡如〈明史〉所論，全歸

因於人事傾乳，而賞有著複雜的制度性因素。因此這支丈人統率

的軍隊難以發展成湘、准軍的規模。

關鐘詞‘王守仁、江西、主人領軍、懦將、南蕭巡撫、寧王震i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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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上守仁( 1472-1528) 於iE德|二、三年 (1517-8) 南戰巡撫任內， "1、 Ji三

輯、閩、粵、湘邊區多年來的動亂，被《明史〉評為 「守{所將皆文史及偏

梅小將，平數|年巨寇，遠近驚為神 J 0 芷 1 正德十同年，守仁更督束江西

府 縣，肖佐討平「炭漫之亂，震動全國視聽。這支+要巾文官統領的軍隊，

在以衛所兵制聞名的明代，建立如此輝煌的勳業，其獨特性實不吉可喻。可ζ

於這支軍隊如何組成?這批文官的出身和發展如何?以及其與清代的湘、准

豈有何差異?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c

對現代學者而函，王守仁在學術思想的真獻，遠勝過其軍事武功的成

就 3 個即以〈明的(王守u有〉為例，記載刑事功的篇幅，至少超出對他

學術描述文字的五倍以上，叮見清代史家評價守仁歷史地位時 1 決不偏廢他

的軍事長才和功績 c 即專就學術iilìil疇而論，守仁的彪炳功業也常被視為是其

菩提還學養之體現，學行互楠，村得益彰，更擴張了陽明學說的號有力。尤其

F,I'}1 I ü:布取派J r;-有學者中 3 有不少都是感E 陽明在其家梧的赫赫事功，心

生仰慕之情?而興超採王學究竟之意 o 月"因此對手仁撫街時軍事勳業的

探討，亦將台助於對此影響深紅學者的整體性瞭解 u

本主題可參考的相關史料既精且諒。首先，自γ仁弟子11"1悉心編慕的

(王文成公全書卜蒐羅詳素、編制有丹，且逐條註明年月，甚干Ij於史學研

究。其次，和《虔台志)、(平蜂起}等嘉靖年間即編成的專書 1 詳述南輯巡

撫職權、功績和討伐寧主震濛之役諸史事司至於追隨王守仁送建軍功的府、

縣官佐'則可在地方志中索出有關資料。現存明代江西縣志雖有缺，個所有

|三府的府志，均有不同年代的版本流傳，此外尚有有通志可用。在這些方

志的(阿蹟列傳〉部分，呵查得較詳細的名宣傳記資料，而(職宵表)中間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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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載幾、F所有盯著、典史LU.官吏，如籍貫科目卅身任期等草本資料。

根據籍貫線索，還可有101其本綿的jJJ玉，當巾(鄉里it) 、(選舉〉有卷，文能

拍Hft更多輔助史料。即使倘有條存明方志編著年代早於本文關沌的正給時

期 fi;} òJ布索數量更多的清代}j志，尋l:\ô其抄錄的代版本的史實。在如此堅

賞的史料基礎上，本文口得以作較深入紮質的研究。

貳‘ ïf億中期江西軍政態勢

可J初開始推行衛丹l兵制， I'm和民完丑分開 J ' C專質保關衛氏的責iT J 。

3)~j丘德封閉 c樟I所單已腐化不Jl>ii 戰 J '而「民兵的勢力漸i阱，應用漸

肢，除守衛鄉干且捍禦邊境以外，內亂的救之ji以反外寇的路f寸，無不常倚民

只(H 1)~J 凶乃非邊境或沁海有份，本來衛所白車員額且1]不多 ， 'n:西衛東

!II於40. 111 、濟運比例很大f E5J 所以"Iî內勘亂 k要仰賴民兵和外有提埠，來鎮

幣。

相應於民共IF一要性的提升，籌建航統研]民兵的地方文官們，所擔負的可

事iE務也愈來愈靈，其中峙鴨山眾的官員，往it趁ttH:ÿ機關叫，紀

rjJ超遷，向雲 I肛 j' ，明中葉江凹省境市政領導權分屬;上間不口 f有槍兩巡撫，

明"的有駐南昌，駝，甘該省大部分J{ì縣，後者則駐嶺州，管理南安、格州兩

圳股閩、冉湘省與南體接壤的部分的縣。 11l於有114巡撫在上管導 'n 凶

手li政(史和t安然使大詞:每月民政，其他參政、副f史、參議、翁事等省級官員，

此以分':1'道、分巡道等職銜，協助巡撫指揮知府 對]縣和1府縣帖，武官，籌

建、訓練、廿統領各地民兵。

ïE絡中期， iI凶、兩讀兩巡撫各['1而臨棘于要務待處理。封轉甫的的寧

主哎漂日毛主跋鼠，擅自逮殺地方官腔，掠奪民間質財 叉暗結朝中權貴，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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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巡撫章奏。 (~l 7) 歷ffi[ 凶巡撫半哲、重傑、 iE漠、俞凍等，天州、得久f了，

甚至連只高于。直到正德寸年 (1515) ，朝廷特選派精明忠見的孫縫(弘治六

年進忙) , i-T:右耳惆lj個1史巡撫11 凶。燈初欲勸改震邊做棄奪取大忱的想法，後

見股海執迷不悟 ， J\預先殼防，增強兩昌附近咐縣城防兵俑，添設專職叮

叮，阻斷盜~ï: ijlJ震法之聯絡。仟"，震漫變妞，隨雖喪失先機，為法只rr加害

~ ,Îo 9) 但其事先致力的軍事佈盾，卻對J三守仁的討海義軍頗有且11益。

南戰巡撫所前對的是省燒山區M/l川、窮的 1I1民暴亂，際任巡撫金i單 周

南、將祥、陳惰，士生丌系各有績優可li政使，調隊副主f吊車史創作(，1: 10 惟仁天]南鐵

邊區地帶民盆，兵力、制源尚缺，不們圳、借外省提前協助平亂，結果治標不

能治本。外w踩臘地方，民怨愈深，山民始終板服無常。直到半德 1 年 1

rt問:科H寺上瓊( 1459月 1532 )別具慧眼，詗陸南京鴻曲直寺卿1三守仁為都祭院在

食胡:推11史，巡撫崗、嶺、汀、泠空于處， Ji第一位以合都御史紙階巡撫南饋的

中央官員。守f 年暫時雖ffr 留情武事 τ 几兵家I~Ø書 1 泣不精究，待遇賓

宴，當聚果核列陣勢為戲 lgJaIIJ 怕他地方官經歷僅江干甘吉安府J\lj'慶7日]縣一任

數月間已二日J 完?在無il、與自íJ幾任巡撫閱靡媲美。顯然+.瓊是賞識~;j:仁豐品，

的學養和1向尚的情操，相信他必能通盤性的思考~ì(z解決盤根錯節的南讀fJ<

弊。而守L與古安府的一段淵源，也使得傳來跟他{i:穩送守:單功的的暸者

中，來i仇 l fT安的'5貝F叫士紳佔相常大的比例。

雖1土凶有I南緒兩巡撫各自手ï正直轄區，文件負不同使命，然制者其實息息

相關。南輯{il:於韻訂戶 1'.1前， 地勢臉耍， 日晨握主生變，崗白手持贅，南嶺巡撫

口J率軍順勢巾j f '支援n:兩巡撫。而泣的巡撫統轄該稍大部分精神區域!人

才、績帥充裕， ?j、時則口[協助崗椅巡撫討伐山民暴亂。綜n之，正德中期d

闊的軍政態勢似分嗨 ，實貝IJ兩首互動牽連、休戚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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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由績洛I!!!任內的軍事怖轉租Hi動

一巨'，}可是於 jE1:~十作正月抵逸的背，統轄區域包銷「;工商南安、憤州、

耐:(lt汀州、淨州、股東南雄、詔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最柳州地力， ' 

l11JC/WT 、 州五| 縣 okiij的山民勘亂集'1'在沖南長出村、火車

坑，椅湘邊界的慎之k 、桶|峙，歧報、粵父界的大帽沖IE良等三(同1!RL域。

';n三1正積後，立即發揮其總密叉才失刺意的思維能力，名全函整頓!有翰的

軍』仗。他的故lþ:大致包括譯制練兵、選將二部分。籌的方俑，內為平1M地

方性>l\JJ亂不符截用國稅正賦，所以Vf-只能從鞏|蚓、增加雜稅著 f' 雜耕作1

父以商稅為大宗， (是修III台志》即載

度鎮(揖積卅古稱虛叫，度鎮即指南戰逃掉衛門)軍需品是他，

止出鹽、商二稅耳。、 f_ 14: 

問江阿拉不產幣，且在臨 准鹽須分從南北兩路運進有境銷售，地方口設卡拉1 ，

說!與一般商dlljl1月授，故鹽稅常父被視為商稅之 種，故 i ι可二(再請疏通

蠟法疏) 'P !m 

南睛地方兩次用兵中間，商稅寶島軍軸少助。然而商稅之中，

鹽稅實有三分之二。 (:õ 15 、

恢復地方治安穩定，降低l閹人維營風險，由而增商稅支援軍需 1 亦較合惜時，

且遠ttJJO偎在山 l 溺水義的用賦容易。

於丘，、J呵二從開源與節流兩途經IpJ時著手摔到l'商稅，增加收入 1 以助單例。

他先奏請朝廷，仿正惚初年!有草草用兵時例，開放哀州、吉安、臨江了附，為廣

1會f方肯區， ， 11南翰道銷上述 L府，加拍成商稅。泉、 tf 、臨:地，交通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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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U([市積聯絡較便， (I_更劃isj#關專質區，殊不經濟，日有干IJ私鼎盛行，地)j'8'

更如不勝景。守U仁此議施行， c庶袁、楠、吉=府間上是無乏輔之前，南、 l洹

你干11們得單~I~J之干Ij 而關沖把截至三喔，免肥叫苦意外之:變。」(立 16)

節流方面ø~ti過 I1 稅吏佼漁，腎如南'!JH;f折梅中圳分商稅關卡，因抽分

立鼠，止娃典史、倉宮、義民等頃!不惜名節，惟嗜了言行 兼以甘幟。J微，

人心毛T啊，以致過往客繭，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p甘史而帶過，及被，I~i

址通 Iri1'在闕，質求害懦，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有叫J jof註 17 -'因此，、j f A 

奏昨日將折梅學稅關併入頓州府組角毛稅闕， c既省分巡道之駝臨，叉有巡撫之

統旦旦，訪祭數多，奸弊1]少 J '主 18)經過守仁的 苦草草頓，據 份公文顯

示，光是積州 肘，從耳德十二年正月至 1 三廿九月 11: '使抽得商戶萬六于

七百餘兩。他 19ì r的精巡撫下轄!\Jj(f 州，問稅總數 1 千H嘗口J獻。

且1夕}像贓罰、紙脫這一類宵滑行政收入，照例其小部分可巾地方l臼盛16

運用。汗 2OTH 戶不時將之撥用於主在帥詰 2L' 敢情緊急而親迎不濟時，他』甚至

動用府縣倉儲備況的積殼。丘卸去t但是前充裕的某礎1: ' ':j'CJ'育活ijJ軸[丹j兵

以三萬為卒， 'fl'1為期」 o LE!23 、

練兵力閥，守仁甫拉頭，即發現當地「兵力脆寡，衛所可 l 干， ， 1 存根

結!你縣機快，半應屆交。 是以待遇盜賊狷撇 1 輒復會奏請兵，非調土

耳， HIJi的良遠，往返之際，輒已糕呵，陳祖f所須，動逾數萬。逮才有集兵司長

事 z 即己魁魎潛形，?再「無可申l之賊。稍俟班Úllj1iÆ眩，則父JkH[l1聚黨， '訂"、

於:ft.á咽，大力揀選民兵， r於持縣原額數內， I東選精卅一?口I用將軍的三三分之二?

就委該縣能討統練 J '所餘三分之數頓， c揀退彼必不驅者，免其著役，止

iti工食，迫解該道，以發布募悄賞之世 J 0 ，-所募精兵，專隨手守兵備官屯例。

別還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與技器械之備， I科地具

宜。日遂操iF1 ，聽徵調 l u l i!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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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的部隊除以精選和招募的民兵為主體外，尚包括衛所官軍、義

民、新民等輔助惶兵源。義民係變發告警，臨時調發的具戰鬥力平民，如

(王其;成公全集)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所云

討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曾思溫、品弘爵、王昭隆牢各

戶下人T' 幸習武勇，人f 尚義。前任知縣周屠曾經起調征退，皆

陳曉勇 f貫戰之人。.....著落當詰官吏，即將各戶義兵，照數調聾，

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合還百長、總小甲管領。但 26)

義民白顧助戰，除「感激忠義」外，主要還是渴望亂平後的稿賞。新民則指

被收撫的亂氏，同書(摘賞新民牌)云

張仲全等，始能脫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為可取，又能擒取叛

賊，立功報址，即其忠勇 1 尤足嘉尚。所據張仲全令隍授以百

長，陳川頁珠告睦冉總甲，各給報牌，以酬其功。其兵車三百餘

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扭賊，俱令搞賞。(目主訂)

義民、新民組成份子複雜，參戰目的不純，雖能增長守仁部隊戰力，卻也常

成軍紀之累。

選將方面，守仁土奏「除本省(按指江西)三司分守、分巡、兵備、守

備，並南、轎二府官員，臨時定委外J '叉特別「訪得九江知府汪賴(按應為

汪穎)、古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要日府唐淳、惠州府知府陳祥，俱各才識練

達。程鄉縣知縣張戳、撫州府東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驚、

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諾，俱有才名 1 俱各堪領

兵。候命下之日，聽巨等取用 J 0 、各 28)可見守仁選將範圓除轄下官員外，幾

于遍及江西全省，青青官員也多與他素無淵源，可謂毫無派系、珍域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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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l~奏調宵鼠的履歷，方志等史科中帶街道可辱。九江飢W守j王穎，湖J芷

江投入，弘治 1 年( 1498 )學人。'， rt 29) 正德二年 (1508)' 出任韻州府侖

的縣知縣，c長於騎射， fi境質鼠，陸南且過判同知，九ìTÀ守 JOFMM 汪

以乙科H- II身，而知早的都J佐貳'8'官陷， [年之間，升至如府正甘，在 il:德宵

場殊屆奧數，右非:ç!j績卓著，決不至此。 '1ft後攘攘叛變，道經)L江，穎不戰

ifú3i且，因而獲啡。

ff安知府fIi互之定( 1470•1530) ，湖廣松滋人 1 弘~'FH 二作進士，與王':)'

仁向科， 1))授常州府推'1句， [汁F

以J垠治劇'調知i地世車事繁的叮占安府。几詰 31 j 文定久歷府引lt宮，精熟地方事

務，京以幹練著稱，憔以進 i 的身，自 i始終前游地方官職，仕途並不算順

利。王之于仁撫輯時期，知文定「有待力，使弓崗，議論惋做」 JZ32) 專奏調

IIJ '尤其討震法 役，夫走來自巾當先鋒，身犯矢TÎ' 火煉鬚不浪，事干後論

首功，超控為制都御史。丈定文tT受業於揖 清( 1454-1530) 們 f' 內閣 l:j'l

有奧援，嘉措相j頗受重肘，官ij兵古巴倘書兼右部御史!是追隨守仁功成名就

的代表人物 E

汀州知府!青淳，廣丙臨偉人，成化二十二年( 1486) 舉人!拉訂)因軍功

111川知夜升木府主11府。(句 34) 口」能l入]乙科w身且{!再早已鼠，故隨trr市平兩頭

帶1111主動亂後， i結平調湖廣德己已知府，仕途亦在此職ftwt終。

惠州知府陳祥，江西高注:人， dM台 1 五年( 1502) 進[ ，歷 tl鞋、醉于

知縣!治績卓越、世聲問起，行取為山東道御史，正德←j-{! 山生I1惠州。以南

章貴平亂功 'D日.iLc二品服悴，于|廣東副使，日終右副部御史。(信封

守仁奏調的知的多具武才自嫻熟地方民政事務，故較衛所!TI官稍勝

誨，叉可彌補他本身地方關陸不足之缺憾。凹ft1 日 1(1 1[1 R[ J有兩人是舉人l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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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正德時期明代詮法大致已定型，舉人非有高度幹才，很難對至凹品正

官，因而在知府員額中所佔比例甚低。于f仁7佳才是用，由此父可見涯。司

過乙科出身!凹frid--_J、土于|遷管道更窄，鮮能積功于1轉至省或中央三品以上的

職位，這或許是農濛變生，守仁擻調江西各府縣援兵，學人出身地方官提兵

響應者並不多的原因之 。

程鄉知縣張戳 c導人，正德九年任。先是巨寇餘黨嘗為且息，截至威惠

所布，率皆關服 J '扎拘束鄉知縣黃堂，c南直線高郵州人，由奉例監生授新

建縣丞，常道以能薦尹東鄉。造城且，招還流移，計誅餘凶百爾。 晚遇

最漂之變，克平倡亂之人胡成二等，用巡按薦?進秩寧州知州，仍治東鄉」。

l ìI 37 I 新城知縣黃文驚，福建青田人，弘治八年舉人。(，r 恥「正德三年，任!有

郵學lE τ 德性溫雅，操履端方，學問該博 J '士的)升任新城知縣。萍鄉知縣

高性 1 南直隸穎上人， r出軒在于授臨川縣丞。正德中，竄濛謀反，南績巡撫王

'，]'仁誓師，橄桂督謹，叉疏薦其才可統兵。 持法嚴謹 1 弗畏強禦，以古

老歸，散令P肩負，而自奉浩如」。 (34OJ 龍泉知縣陳允諧，福建南回人!成化

二4 三年舉人，官至四川達州去日州。(，← 41 i 

明中葉知縣J丘百係三三甲進土和一等舉人初授的職缺之一，守仁顯然刻意

迴避調是這類缺乏經驗且未受過考評的有」授縣官，而奏用一些經過歷練才升

任知縣的舉人、監笠，來處理複雜的山民問題。景泰以後 1 監生身份可援例

f借貸獲得，地位已大不如前，社會風許亦多不佳。(;]' 421 守仁獨能不昧於流

俗，起用其中老練績優者， j懷與重任，成效可觀。他甚至命吏員出身的南康

縣丞舒寓，峙的、署掌新設的崇義縣事也富在修築公署、城池，以及撫治新民

等方面表現優越。叫"，守仁用人唯才，不拘樁，選調州縣宮，三途並用，

實已開日後高拱 (1512-1578) 、張居正 (1525-1582) 等人改革詮法之先河。

由於軍情緊急，守仁在籌帥、調兵、遣將之同時，已發起軍事行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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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擇勢力較弱的福建Y車南rU華下手，親自坐鎮長iJ 、 l 杭!嚴督諸將攻堅，

~.Jl內，章是平各萃，奏設平和縣撫治之。在〈閩廣捷音疏〉中，他提到此役

有功官員，包指「福建如倉事胡禮、參政陳策副{史唐澤、知府鍾湘，廣東

命!耳聞股祥、都指揮會事楊懋如、知縣張筒，才調俱傻，勞動尤著?

其中除楊懋如為武職外，其他全為文官。

三斗"

胡t是?南i內隸沐陽人，弘治才/、何進寸!由南京刑古巴且li中!比任福建兵

備合事!從陽明鎮壓山民暴亂立功，升廣東副使!再苦右副部御史，終以南

京刑部右侍郎致仕。， 46) 

陳策，南直隸無錫人?弘j台;，\年進士，侵戶古巴主事?于1 至郎中，出生日江

西饒州府，提福建左參政，論討平海南山棄功，!J日倖 級 c 炭i豪亂4戶，策被

超摧為江山在布政使，輔佐陽明處理苦後事藹，官亦止此 o 土"、

唐澤，南直線教縣人，弘治|二年進士，初授北直隸平鄉知縣?績優內

還卉IJ部主事。後出補福建訓吏，積功Jl前江按察使 1 歷副都御史，官至戶古巴

右侍郎可 (11 48 

鎮湘， ~'古，~J1主興國州人，弘 1古|五年進卡，歷禮部郎中， jf德十 年出任

海州知府，討伐海南叫陳時督飾招撫有功 3 升棒級，惟不久以疾羊於宵，

囊學肅然的l

顧慮祥 (148).1565) ，南直隸長洲人。弘泊十八年進士，扣]授江西饒州

府推曰表現傑仙，房、內定于丁取為御史，惟年少不合御史須老成慣例!改楠

錦衣衛經歷，受生日於錢箏，山為廣東會事?兵備嶺東道。應祥少游於陽明門

下!此際叉適為其部屬 3 悉力配合/拾了意旨，先後參與津南 桶阿兩役，累

功遷悴兩級。震濛亂發，應祥被權為江西副(史分巡南昌道，c夙夜經書，內則

而;用簿領，夕則均平情役，招集流亡!民始慶更生 J 0 <i到後歷右目j都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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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南京兵部侍郎，終司主刑部尚書。

jE德十 J年，王守仁抵南華責任何f不及一個月，即發動潭南之役，此際他

本身組副|的部隊猶未練成，所以主要俏靠閩、廣二省既有之武力平亂。且他

這時尚未奉欽命提督軍務，因而在整場戰役中，他仍以扮演督導角色為主，

對實兵佈署、指揮參與有限。由於上述兩點背景悶素，故是役結束後，守仁

上奏紀功的官員，多係閩、廣兩省的分可、分巡、兵備等省級道員。不過陽

明也藉此機會識拔f 些未來幹部，其中陳祥因係江西人，必須迴避本籍，

鍾湘卒於任內 1 陳策和關應祥則後來均在陽明兼任江西巡ff!!a寺，調至江西分

任布政便和自肢，協助他處理震海之亂善後工作。

同年七月，守仁受命提督南積汀潭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

叫'"職專權重，乃於十月親自指揮橫水、桶岡之役。是役用兵萬餘人，兵分

數路， c 哨統兵車貴州府如府那殉呈，督同典國縣典史區澄等官兵， 二哨

統兵福建汀州府知府膚淳呈，督同上杭縣丞陳秉等官兵， 三哨統兵南安

府知府季數呈，督向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 ' 四哨統兵江西部司

都指揮合事許清閑呈，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 五哨統兵守備南轎二府地

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那文里，督領安遠義官唐廷華官兵， , 。六哨統

兵韻州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 七哨統兵寧都縣長日縣

王天與呈，督間典史梁儀等宮兵， 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宮里，統領上

猶縣義古胡述等兵， 九哨統兵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截里!統領木縣

新民等兵， 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前伍丈定是，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額等」。

(計 m 前述卡哨統兵官中僅三名為武職?且惟有許清開統率的是衛所軍，郁

文、余恩則是分統義民和新民!因此是役無疑亦是以文官和民兵為主力。

郝E旬( 1462一 1532) ，南直隸當塗人，弘治六年進土 τ 歷主事、員夕郎、

郎巾，出守章貴州府，與陽明公誼私交甚篤，桶岡、湘頭兩役，盡心實力。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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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濛之役!遠道提兵赴媛!陣中伍丈定由爛不利，均親執旗，鷹軍進擊，力

J悅頹勢，亂初芋，錄封!Jlf.升江西右參政。事後綜計功過，因均部軍車己欠佳，

詔升左布政使致仕。(主"、

季數，湖江瑞安人，進士出身 3 由南京吏部郎中，出知南安府!為陽明

巡撫南戰時期得力助手。積功升廣西左參政，道綁南侶 c竄當脅實偽橄千百古

安!為工都御史所執!屢辨得還幸得J' 拉 54j

王天f旬，廣東興寧人?正德九年進土!授讀州府寧都知縣。天與係陽明

在南賴時期所重/間惟一進土出身的知縣統兵官，而天與的忠勇表現亦有口皆

碑，因橫岡、 j利頭諸役戰以J升偉二級。震法變發，天與率兵兼程赴援，勞心

)J悴，病死軍中。〔主 55:

Jl二德 1 三午正月!守仁又分兵九路?發動坤l頭戰役， r一哨統兵官 那

父呈稱?統領遠安縣義民孫洪舜等兵， 一日自統兵車貴州府知府那陶呈稱!

督間同知夏克義、知縣黃天與、典史梁儀、老人葉秀芳等官兵， 三哨領

兵廣東惠州缸l府陳祥呈禍，督同通判徐壞、新氏盧球等官兵! 四哨統兵

南安知府季數旦稱，統領訓導藍鐸、百長許洪等官兵! 五哨統兵諸州衛

指揮寶貴事余恩~-稱!統領新民百長王受、黃金等兵， 六哨統兵車貴州衛指

揮會事姚璽呈桶，統新民把南春等兵， 七哨統兵器州府推官危壽呈稱，

統領義官葉)'j等兵; /\哨統兵章貴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領義 B陳英、鄭志

品，新上是鷹肉等兵 九哨統兵兩康縣縣丞舒寓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

兵 J ' 拍這支部隊中義民和新民所f占比例甚高，此與可f 不斷收容投誠山

氏平j密切關係。是役七哨統兵官危壽，係嘖西武緣人，監竺出身，雖「人品

魁偉」、「台三夕識幹局」 'IM7 但限於出身，官僅止於七品推官。

經過上述二次大舉討伐，當閩粵湘邊境山民暴動底定，主守仁菁於用兵

名聲遠播，並被升為右副都御史!仍巡撫南詣。他同時培植了一批能統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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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幹部，奠下半定很波之亂的實力某礎。不過j們提普市務，執法森艦，

有部屬畏忠(j宜J且 _/l 刻輩子j、處置，對付暴亂山民，也兵不厭計，勸降、誘殺

並濟。這類略近法家的鼎的，似不符守仁貴進德修身之儒者作為。或hlíf-:于

勢所副 3 不得不如此耳。

肆﹒討錢龍之役的軍事fj跡和組織

正惚十凹年六月，等王震區震叛於南的，擒斬江~g巡撫孫糙， r巡按及三三吋

附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車縛，不知存亡。各街門叩f古眾數收去，陣藏搬

líì一空 lnEl"、江州有政頓時癱瘓，各府川縣宵的唯日本E南翰樹立軍威的正

守仁馬且是膽。 i 凹日亂發峙，可仁正奉敕赴闊的處福州三衛1'~罩，次日，

即出豐城縣知縣顧佔們變〉震語語稱兵後，集q.]主力經九江，攻l主慶，欲一舉

下南京，另交遐使招撫n叫各府縣，鞏固後Jj， 時之間，人怕洶洶 1 情勢

混沌。守仁身為南積巡撫，本;無守土之責，在:先返{f所需謀進取。惟行至 l市

安， ft[lj;ß知那f伍文定和鄉當主懋中、羅僑等人所遮留，并地1JRf53、、請示

文書也紛紛到達，守1:-:ìZ 於大義，乃應允山面領導，分橄iI凶符的縣，約定

七Jl I 五日，會帥臨汀 Hif樟樹鎖。「於是全11府戴德掃引兵自臨打來，知附徐鏈

d|兵 1'1 袁州來，如HlfJfll陶 IJ I兵山韻州來!通宇J胡堯元、童琦守[兵自瑞州來，

通爭議儲、惟有.+'111章、你文英、新途知縣李美、泰和知縣?叫1j:、寧都知縣九一

jd冉、萬'!i:J.日縣.T:冤，亦各以其兵來赴 J 0 汀恥

戴德J哥，誰 i紅臨海人，弘泊十八年進士。任 [fflj員外郎時， 1 早在蕪湖稅，

有清名 1 0 誰 ω、及出;1'臨ilR守，銷剎強槓?姦兄巴胖跡 J 0 是"'、 J才?畏j華之役'1.忠

于品司%Il F有力，軍紀嚴整，事，，'1:;:錄泊，超標為雲南布布政f史!來於赴任途巾。

徐鰱( 1468• 1544) ，北直隸武也人。弘;有十二年進卡，巾戶郎郎Lhllf恢H袁

州府。按ì&稱兵，現親赴而安藹可仁搞市法也袁扑傾兵 hT ，會攻南旦。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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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最激烈之際，禮 r不食者-門，不解甲各州日，獲賊級 干二十八名單商」 ο

(訂 ω 亂不論功，宵n 凶光參政。 快宗即可立，再錄iìrJ助，部議于|一級，惟嘉綺

年 (1523) 大計， 1直被對J為不稱轍，台訂單功進秩左布政使致付。

l明堯此，湖廣喃昕人。了正德/\何進上: ' I受戶古月ITJ 事，囡屁事剛正，得罪

l 白，摘為高鄭州1月1主I1 0 I 三叮，升瑞州l荷i重判。次呀，展海叛 1 生IJ府采以

方身陷南昌獄巾，堯元遂攝那事，殺炭海來i吏 J可兵於王守仁。 'E家渡戰

役，射殺敵都管凌| 。都陽湖戰役，與伍文定部乘風縱火雪是做肘，終俘獲

M泣。事定論說 ft除知咐。嘉措元年錄前功，再升廣闊右參政。五年，來

於iTP行， r 知州陳堯盟視其行李，唯夏衣數車里、關書盈EEJ 。 (F63J

童琦，叫川鋼梁人，里主持，正總十 年任瑞州附通判。良主主變作，琦在

胡堯冗替他 f' 一起提兵赴哨。亂不論賞升叫lff妝，但限於1:1::身， fTf事!I於

迎判。(正“j

諸飾，廣東南海人，正德守學人，市安府通判任內，追隨知府1ft丈定

進于1平股海亂，肯有1測)lli，宮女知府。叫，0>

王時，南直隸句答:人，狀貌魁梧，正德十一年進 I '使計'1;府推官。 f

的呵，陽明在前安哲帥，暐亦率兵一旅從征， c親曰矢右，為將來先 J '“/ 

寧主!!敘功，內選為火迎T于 ft寺訓，此後內外升轉，歷諸要職!終至戶部f甜

苦。JtjIß後進史家焦竑 (1541 ， 1620 )論其操守云{余鄉率推公為殊絕人

物，調Jl清佈1辛德也，夫公開J{J …方，致仿九列，而敝版數棒，不做鼠 l村」。

67 ) 

徐文英，北頁隸保定衛人，監生 u 初11:九江府給膛，升吉安府推霄，從

ilF震語言，明果他i之l'調街安府推官，後兌閑事罷去。(;，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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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凹川綿州人， rE德二年進士。新誰知縣任內，地泣樺樹鎮 1 率先

引兵赴陽明討漠漠之笛， I 與義兵攻裁r丁，彼其單，論功1JIl偉:給J '中妙:旋

即行取j~御史，宵JIJj令此-

亭、輯，南夜深懷寧人，弘?f汁八千l'進土。 rE划與修〈孝宗實錄卜搜南的

府推，門 c躍監察御史拔111 柄，的弊.p:!!~1j I '至件當道，前判河陽，移毒草和知

縣(，iõ 70; d'寸)缸草草之役，輯遠道您馳赴育，亂定論功，背寧波月2月生11' 轉廣西合

事，角限責州參議。 fcl科第較早，約1時間時赴義生11府直在等間，故事後均年內得

而正七品的生日縣，連7十世級為從四雨的參議'iI途與其他|司役JD~喲，如畏。

主冕，河南洛陽人， iE德十 -.{I 進士，初投缸，占府時安縣知縣。炭濛

叛， I 冕間變UlI奮義募得死土數千人，會都組]史I~t門二帥兵烹 1 冕以眾從 J 0 

日 m 都陽湖之戰，見部智擒寢縷，結果&:坐事落職。世宗即f\i:敘前功，照為

兵部主事。(技 η〉嘉靖2年，巡視山每闕，為亂民所殺。

另有知縣j!11守緒、劉源消、馬津、顧祕、楊材等人，在可仁壓卡，話:男

過人 ， :9JB!J 卓著。

劉':)'緒，湖l宜興關人，進仁"正德 1 年任南昌JH舉新縣安l陣早，何苦政 b

十四年響應守f 號仔，受命率先攻釋博~ l'出城外新舊墳廠據點，為是役獨開序

幕。事定錄功，如恆、二級，內選為主事。〈記 η

劉源清，山東東Lf人，正德九年進七l 民當叛 ， ~!K(清適任l有自IH進賢縣

知縣，地當南昌聯絡街、間交通要銜， ['-即 H規戰丸，計。 ý可j輩妃親要伯泣奄

樂胎11 '以兵i士J縣境，總清募死士一百人，繞i :U，其後，獲伯、闊，誅之。賊復

移橄源清，立斬其f史，以是沒兵不得越退貨而束，賊勢少混。王守f 起兵，

繳與俱進， R!\竟慘i戚，徵拜監吾吾御史，尋障火理寺丞」。 (jjMJ 後躍倉那個l史

巡撫市大，進副胡li{卸史，口終兵部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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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注!南直;綠徐州人! 進主!叮J十餘下 乎有滋滋弄兵，從守仁戮JIìl

討， lilJ尖子f 致良知之學!豁然玄↑I「 ofklAJHAJ沫，特Jf個史，抗疏主凍，或

字有個主~";'芷持

!S 、鄒守主豆、羅洪34 、!再順之宜 過只禪J芳、馬(1(11 ~帝舉 fd 」 okr7qj l5律的例

;/、反乞告后 nl~~凌H哇。尋遣大五古永!接福建挺早到仗，

(- , ，→ IiiT 仁在單中， {直是面調共還將 古對寸友論~~;á不輯[ J 、"

顧他!川jllf指街口人 'll倍八主己→生上 疫南lTJW腎法縣紅縣。， 11手反還謀

J泣， LY、重 ft侶 ，他飛馳告Ttj 」二公守仁!守仁tf返舟，會諸君間兵進而件]

片，遂惋EEI詩。敘功首寫!起同火起11 二4年p哇!遺少腔、可以/\獄事兒歸. .1- ，可

喝材， i'ij.IJJb{零陸人，正紹九年!tI'仁，授饒州，11"，]'安f 縣知縣。 7泛返回寸、

吭，材洞知之! l 吉白變!並E台前;11 時何/互相甘苦，陰市]I-d莒*虫t;外

應 J ' ，後以資探監控告御史!護主南合憲 τ 所有以l風雪f間，~古月三喜歡卷而~

(，;1- 得 8

t封I){寸、縣育員， I恨l舟/王古已遊本籍J規定?恃.jtiJ曲木地人 二F_'，J'! →13

動只可青省人)] 物)j ，擴大號才可聲勢，也徵 ~-jtl江西f士糾!或參贊戒幕!

或間":]'j:-古 )j ，于在發揮小少穩定人心、需品獻策的功能。其中功績較著一戶;有不

警巾、 ~y:j'谷、主楠、研監等人 u

懋一!了t 安W安祉縣人，玟化二十三il 進 L " lE德巾， L_J:t'主fi則都

仰史JEt何主同 i ，::1 安府卡要ifMI [I ，二十 l、丌吉泣，學共，懋小與伍去;走竭力擁

敗，四 }J響應! 舉定崗L 事成守仁|奏紀芯，士也}j肯ili丈定J也汁，那'f';懋

中領悟。惟|大l是向懋'1'係至i仕之卦，僅獲金寶釵幣，朱:大1JI!~;亭台紋。嘉E計

划刮起懋巾巡撫則做 'JI 南京都御史!小t/~，tJ' ì9 

都守往 (1491-1562) , ll 安有安福縣人 I正德;，\{帝試iiJ '娃兵第

'授翰林車副書。父且正才有苟扑求惕'lC代接耳表!間可仁講五年!多1 疑惑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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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遂丘克及門站于。討實性主之役、]仁高足惟守益隨衍，此期間守f FF行，

守從知之最詳 p 嘉靖初，主:j'1主再度赴官，仕才有南京國 f祭淵!以前;練游職

歸。 lH開二十餘呵，講學1H~間，學對極至，為iIfí半學之口孽。怯創)

皇宮[藍 τ 吉安HT主和l縣人，弘治|八年進 1: '正德寸二年ff漸江會主事，、J

仁起兵的j)直讓 3 特力U~用凹，清白際能，若有:r;/J誼。卒後守仁為作菜表云 I 嗚

呼于市(按為藍字) ，潔Jt行，不潔Jt名!有其賀，不宏其聲。 1芋藩之討 '1

青在帥，中Aj日其悉。吾每月華 Jt才敏，而世或替之以無能 行每稱其廉慎，而

lltIJlZ~的之以不清。豈非命哉(L_- 81 ~ 

黃繡'臨江府惜江縣人，弘治三年進寸一， r 短兵部 I一事，悶:ffll山海關，儲

兵的飾，有樺邊政。尋陸1 11)事命事，兵備遼東。農i.，之變，一」守公二揮重Fjf

師，將至軍中計事。疏捷 t名，詔賞銀一才兩 J 0τ82 :繡既為鄉紳艾知兵，

的成守f 急欲網輝對象，惟因繡亦致11 之身，故的成僅得賞銀。

此外守t 身邊尚有數位讀籍隨從參謀，他們均出身卑微， ill精通地方事

務，且商船識，肯為守仁目光傳令、欺敵研~p哇，手法也未必特合常規。如

「常濟、撕咬，特積縣人。濟戰選省祭，俠義官。部御史廿三公守f 戶來填「主

也，知二人素有識峙，龍之幕 F參謀口公平橫水、桶|何 消諸賊，一人言|

劃間多，而抗刑1月池啊!客三至可守城，二人.EJG弄之，卒令死殼巾， π| 尤詭祕"寧

主攘攘反，公i曲豐1世間變，時濟、阱iriif寺， 乘黑夜衝風冒附 涉險破

浪?山人脫壘 I有死 /ltf(萃的所為不外欺敵E之間之日卜也許泰、張EB等

來京邊北í-!I南門主?問J祕陷濟、服等人通敵，試|崗們此牽連'，J仁 u 濟、風l四

竄逃匠，庚未得中冤即卒， \'f仁深感痛心。

正德寸四年七月十五U' 各卸任義軍會師棉樹鎮，才八日，推進t~l~fh日，

正叮1'1:: '分啊11附近，使1日府伍文定為一咐，玫廣潤鬥入，全11附1f15殉為 附，



=字(所品iL'.' t才三可交人呵平 有3

沒!但化門人!紅 JI徐i連玫車又門人!如九一紙怯于九次水芳:門人!姐們寸l堯j L.:、

主流工久'ifi':' l:r rrJA ;要!I院長手美歧譏 I 入。古i拍岸;R也攻進EZU可人 通判談僻、

推古玉席、知縣李崗、二五天 0J~J土昆等，件以j、矢，主主七門乙竅，傍夾玫

睦 ! JlFV一、?君主 “ |仁!汶 f- :+] ,C"l. ~~X 爭」二間=υr\ ' 相'!!，:竟韋宵夜!共

軒昂;需 νJfif守一凹的FEEFJ干!斂兵入zHt723位凶'，)'1手段 ， ':1' 1 獨相|眾盔，占

J&將 鼓作氣， '51兵迎擊，戰下哼鄧闊前iC}ft造!戶手擒)以:~

守/此番興兵之初，尚未靠背1-7可巡撫必未受到明茫TFJ~/ß命半涼

其先南筠巡撫r. 入J禎萃的，'PX~ ， 長青Tl各地方目不」鄉紳 o I (íJ他在向隨主fiil，i:寸土口

川|戶可古久υ! l欠工三、議十而:;í~'兩又叫隊!在;山是1也口始可有終:fl、白先鋒，帶動

可哥市 氣， í'甘凡這支:1f; H可 l;-:j{ì湊蚓、叫了隊!興辦發揮如此僧人股力， 棋盤

潰市11紋卡支出:JW/_*f_年1 年

A次警VEEF主只f可各~縣l:r中，進 1 [1身者f古絕火lU5iI， '這與 (1囚史〉〈;主

學~~ ì ::jJ，午言已 l 天下守、息，進二1: 1 三!鼎立|七 l 圳的[一例，吉夫至于、

~照然三.，世j)主]名的地方:戶可參與言:一夜的\5J~Ji V 可， ，H、巨大致l-f-:--. : zn 
進才都走中夫最前考口品的怪:毒者!係A寸二"J立!對立志、問茫的l已g':t-ì河之萃，

有口水、 n則是有1式的失意者!山余位懷有 許受挫的怨氣 第二， ;m 1 而身

的，也方有們或曾是日政於中_)(:件ATi門 !ZEf系巾氏肯副司幣4、地方!都只全"，Ití視

宇，向始立]不認為""T育成功悅于有!也不布望;也JJ 性勘亂，危J主化複安定，

Jι車、民HJ縣詐， ~LiZ期3主吉~U~、地方 4名才可咒哥t~;: 1 凶一針f!li~法 1世楚吉1、{:Ji寧

了二白力之大小，_L反þ]S游J豈有;~ ~;r//2游移觀風!尚未決斷是再響應，成

事三半 第 ，主社!時J叫fjJ-H\:有Ttt主內經扒之?苦早已成，而 J院 知f了取，日'1

主Ji， I-~-)~ , J_平LLYJ 一一 , • j_ 86 -，品主 l 出身的推育、紅照!無可、力求衣哎，

"jí'3y寸。U機會， 斗內控沌的史、士是真!從此官途六:目!而學、黃!中主才知縣

有三刃則多7 轉j刊。 rt\哼!雖占臼人TP地之: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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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役赴義鄉官們，也均係進士出身，一方面由E 也們對地方號召

力遠高於舉、貢鄉宮，故受到守仁青睞，另一方面也是因他們與中央關係的

密切，遠非舉、貢同僚可比。這些鄉官當時多係致仕或閱住身份，再續直途

的機率本已十分渺茫，惟襄助、于仁平亂後，能力和忠誠度再次受到肯定，故

嘉靖初父紛紛被召復出，再創勛轍。

恆、守仁所部儒將的逼迫和星散

反澤亂司令?守仁聲望達到高峰，但疑忌毀謗隨之而來。正德十四年九

月，守仁奉詔兼領江西巡撫， 人身兼二要職，緝江西全省兵符，手下諸帶

兵知府，除維持南昌城治安外，也有數人升轉布政、按察二司官員，掌控江

西全境軍民兩政。然隨著武宗南巡，張忠、許泰所率北兵南下，守仁所部處

境口益艱難，流言蜜語，人人向危。{明史) (王守仁傳〉載

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二前挂4-賊，率歸功瓊，廷和

不辜，大臣亦忘其功。 。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但主定至

大官，當土賞。其他皆名示逞，而陰拙之，廢斥無存者，守仁

憤甚。 U': 87j 

此說道出部分事實，然決非全部。

(明史}這段論述乃是取材於《陽明先生年譜) , (;1, 88) 該年譜既係陽明

門人所輯，凡不利於其師之事，議論未免ilEJ~載。〈武宗實錄〉中，對陽明豆、封占

吾吾事蹟'與年譜有截然不同之記述

提甘南韓等處軍務都御史王守仁等兵復南昌， ﹒諸兵皆烏

合，素無紀律，而大帽、華林諸軍降賊號新民者亦在行，會功

縱棍，居民往往死骨車罩，有閣門魚類者。...…數目間，積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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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時，雞犬不鳴。 守仁挂搜捕諸逆黨，日戮數百人，軍去

固縱掠郡王儀寶郎草，以且宮室，且在不植害。 晶'"昌域中

人苦於衷;豪之革，至是也遭荼毒，皆歸怨于守仁之不能華戰

一弋 1,1, 89) 
-" 

論j丈詞:揚祖j之戰， (武3:質錄〉續載

如縣玉昆所部兵掉i魚舟迫且之，車如不兔，亦赴水，水是不

死，道并宮女執之道見所。 。軍中爭攘 i牽積，主定所謹以數

十萬計，徐禮、那兩且御史包希儒亦各數萬， '1准戴德孺一無所

取、回，"，
。

〈武宗賞錄) rilt宮任制、費宏、最E己等主導草草修，由於私憾，對守仁和其所

部之描寫不是公半。此點杰拉貞 (1526-1590) 在〈史乘考誤〉中，已有精關

論證:,t 91) 

不過 ， (i\宗實錄}對半部m紀不整之詞述，恐亦非全為處話。寧都知縣

玉天與ft守仁巡撫南翰以來的忠實迫隨告，去;與來於南昌勤王之芋，陽明?母

親i'I撰文表彰其功績 wn) 惟對其兆國副]持~~D澡。所幸崇禎〈興寧縣志》

(而火與傳〉對此有所透dtz

己卯草草之哩，陽明徵諸郡兵討之，天與平共兼程而造。既拔

域，亂軍文民廬，妄殺無辜。企憫其玉石俱楚，白陽明企，請

持民命 'Æ馳揖令，冒暑疾作死於罩。陽明哭之慟，但失左右

手，解衣為斂，為主帶之。(缸 93 ) 

主jrf il、竑為正11韋所寫的傳中11'載

兵攻南昌，城哎，績兵殺俘過當，公亟車陽明先生止之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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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夕列名陽ryu 奏串[1，功冊巾的江凶鄉n劉8?3 (弘治/;;{j一進土) ，亦在所著《東

irJ 忠誠錄〉中，對?正常I;J申紀科所批評。 u三仍既然守仁磨下部分車隊確曾:中紀

失悴，則朝廷賞g'rJ L:!應有差別待遇，目前述儒Jf'守中除伍文Jí:'外，還有 I一暐、劉

源清等均升至尚書侍郎等非翰林也身般所可達到的仕途民峰，質不可以

f 廢斥無存者」 言做之。

(明史}父在那舟、徐i連導人傳後，戶的|陽明(辭的疏〉辭，論證

「肉、題!等倡議討賊，)J餘成大功。當事者以嫉\)'仁伙， 痛裁抑之。或貨或

咐，父往往借考功法逐L之 lu t%) 縮在《武宗實錄}和《做法'J:i錄卜圳發

現此種說法也EHJ史實不起相符。

據 nr錄) , I丘德 1 'PlJ年七)J底震灣商L-l' ，八月即升JI安如 JJ何伯文定為江

山故碧空飯、(，~_ 97) 袁州知府徐璁為江阿布政司在參政、隨州知mf~均10右參

政。，:r 勵 f 五年間月， 1譯劉源消 P'J川道院察御史、李美雲南道御史、惕材江

問道御史。、 t 判 i 十六作，E月， ι\11 寧波府同知的李棍， i'f調升廣問命事。

l 請問， 1但是可生11即使在江彬、許泰亂政的iE德末年，守f 甜lT儒將已將歷第

波的指升。

，E德寸六年四月 U}宗即你後，父立即降肯

都御史王守仁倡義9皆兵，平定禍亂，并同事協謀有持之人，亦

未及論抽行賞。該部即使會官提議毒車定奪。("， 101 ì 

次刀，巡按1I1東御史的松 i 疏言

車車之哇，都御史王守仁‘如府伍主定首倡大義，其功雖已放

錄，而聞風向義、戮力協謀者，暐賞尚 !fo 丰且，不厭人

心。 上嘉納，命所司行之。(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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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世宗確有彌補的朝阱賞未周之誠意。《世宗實錄〉在張屑正數督卡，修成

於萬wr初期，上距良漫之變已半側恨在己，;當可擺脫嘉措相J修《武宗實錄}時

的人事糾葛， HL論述股公正可信。

I吋年十 月， í'詔迫論iI間平j証書畫功， 命封正守仁新建f白， 江西

拉察使原市安府對 l府怖主;定)t:--*iJ都御f吏， 相1史劉源清太理寺丞， ......知

府戴德孺陸三級、 Jfßfîij 、徐f蓮、通判胡堯元、都指揮dk事余恩各三級，

1m判;那奇、談儲、 推官丘偉(按憋悶暐)、徐文英、知縣李揖 各

級，御史 楊材、李美、主事劉守緒各條級， 鄉甘正懋中等，見任

者各倖 級，全HI 、閉住 4 各賞銀幣有差， 。 知縣顧他、、馬津、王

鈍， 俾查有資以間 l uiiiO3) 這fif第波論功行賞。次月， r 史部葵上江西

干逆誰豈有功對]縣顧他等歷宵年資，得旨顧他除南大晴:寺寺丞、為津駝察揖1

史，各賜錢幣， 知縣T冕部 F擒獲逆攘，雖因事草幟，仍在取除間 1"

(主川、換言之，在嘉措改比前，守仁所部儒將已歷三波敘功于|獎品里績。固然

難免，I)J乎可遺珠之憾'jl!決不致於如{明史) I研討被「痛裁抑之 J ' 

{明史}所引玉、f仁(辭爵疏) ，計有兩遇，背上奏於嘉措元年，是時守

仁正在籍省湖、守孝，可能對音日同事最近于|it狀況所知告限。目守f 認為

論必于1 濃的標准是「急難呼吸之際，要干t摧鋒克敵而已， IliìH~Ji逆副其他乎?

常此之時，雖有禦人閥門之竄，叫J能效其智力，以協濟世事，亦將用之。用

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誼之 J '拉問〉故具J 奏紀功交冊中，只粗分「衝鋒做

敵 J ' ，邀伏截殺 l 「 'Jf巴截殺等幾級J JO4l師)可娃兵部受命集合廷照會議，

迫論iI凶平Jú~~功時，卻須「備列諸臣r}J次， 甄別等第，封拜陸賞，贈

蔭血口錄，及以功贖~'f有羔 lJE107) 如jif日不得不對守仁把功丈冊fJ所仰自1) , 

終引發們抱怨道「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食而鄙，某也祟躁而狂，放雖有

多;而不贖其難。嗨，妞vl、過矣」 ofH1恥其實此當係戰場指揮r肯和中央負責軍

政官員的立場不同，見{見智，未必全然是挾私怨報復的結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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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那詢、徐E連被勒令致仕一事，則發生在王守仁辭封爵二疏之後的嘉

靖二年。叫間)向月，戴德孺服闕，敘征震海功，被連陸三級，提任雲南右布

政使。(注 llDl 可見吏部考察仍有 定的標準'並未味抹殺守仁屬下之戰功。

一些為上述儒將們作墓誌銘的作者，也與《明史〉作者一般，對整個事

件原委並未深究，便認定其傳主係蒙不白之冤，故宜途巾斷。但傳主們本身

對此事之以應則頗耐人尋味。Jf!f句致仕歸， c口不言功，有問者亦不答，杜門

玩經史白樂 J .生'"徐璁「退居善自韜晦，絕口不言功，日時自主為樂 J ' 

位 112) 另 前文限於篇幅，無法介及的建昌安日府曾瑰，亦曾列名守仁的紀功

文冊，可是結果卻遭撤職。當其墓誌銘作者在他生前問及此事時，琪「笑而

不答 J '是 113) 若這些技濛亂平後卻官場失意的儒將們，真全都沈冤臭白，叉

何能皆對自身遭遇處之泰然呢?

討伐寧玉之役，守仁合兵八萬，號稱三十萬。(計 114)這支人數眾多的軍

隊，是在短短一個月內組成，所屬成員龐雜 1 戰力、軍紀決非割 ，加上戰

場遼闊，各處敵軍虛實不→，因此各儒將戰功白有差異。亂平論功過，有賞

有罰，各人遭遇不盡相同。受罰者從此仕途末路，自可不言。即使升賞者，

知府級官員躍為布、按三司首長，因實缺有限，或僅擁虛銜，或調外省實

授!知縣級官員則紛紛內遷至中央任職，從此也離開江西，失去帶兵機會。

故造成守呵二屬下儒將星散的主因，恐非朝中權臣嫉忌守仁功高，痛加裁抑，

而是明中葉詮法內外還轉的模式，以及巡撫、知府、知縣三級統兵制，三階

間差距過大難以直升等制度性問題所致。

陸﹒結論

主t，f仁撫讀時期的文治武功，確與其精深學養和智者魅力關係密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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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他治軍時!辰1月，'1-: 阿諾拉伯的 肉， F弦 iJ'~~其正妙的學忠取向，呈崇山他復

雜廣博的J 宵。 J、 :'1 建軍!誰備J』i密!籌帥、主主將、練兵，循序;新逛，←孔

令俱 J昌在f，t:峨師!臭罵二百計迷，大Ui~λ;還!愛，，1志 才三天 l之1ft 二 115 背樂

符其pr用!發二軍所長。他此 料fREYdOFJ回向， _j !-j是巳學LI布局派!乃~，'il;

分明末消fJ鴻儒!所著草成51ν'<J學主主淵源。

可于1 .rf部龐雜，只兵受了;5於叮11原司、足、只EZ難分等l朴素!在云、新民EL

IE坡人南門城J寺豆豆發生軍紀失控伯辜!均小易支j()J吱吱/乍i洩!事早{區JE

解 1 1師If，僻!阿方叫 7 紅縣主D.I.克丌遷JIM了管道，泣內摧巾夫為制史、l'士一、

手三天等古!可r~:j二可誰E納掰JJZ的地Jfl 府結V【試甘 知府則大部了還烏有被二丌

守旦!拭能安巡臨之命仔祥l付縣帶兵官!有無"主持平三互作戰的于三擇榷 們於

鄉.__t.'史無材;共自權，僅能扮演巡撫的幕'f(fé色 是於近些制度 l 的JuJ恨，

平等力日 [μ法之三嵩L戰禍7之出筒、 lf，i父左手區，主兒」羔 ïU-之內便被不肘， \'j'j部深

可言未認也正常i竟述f止!所以句、法形成像?古代湘、消門?那般影響深遠的文人所統

竄乙軍隊

詮釋

Hl 張巨 T卅!叫史、(拱王山服忙冉止 1(75) ，告 九 h~ , (三巨守 <----:!w-) , 

~Ëf5162 0 

~ 1: 2 參闕，出茗， I 羅以央內行考實卜 "j華管阿甲院 l 明清文化區際3年一研討會 l

會議拾文， 199心全三5 r=J 1 日 J

~ 1:_ 3 矢口青 (明代封平兵、?〈口區社會經濟史提刊}， L特-w月 1937 '出 147υ

註 4 架刀NI . (干代的民兵、 "1-;1岡 T土會經濟更主fl-fD Jj.卷耳，~ , 1937 '且207

ct15 -志嘉。~ lÿW~;TTI_fi:制j\'~寅變) , .; i: 1 去抽究lf:歷史語言研YI F集rJtl ' ;'\ 1 

/、:t:!'J分 1995'nl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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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6 譽閱張柯郎， (明代沼撫研究)(文史哲出版祉，台北， 1995) ，頁83-87 0 

l土 7 ~fi足而等，仰]史) ，卷 七， < J昌王三卜頁3594 。

註 8 向前書，誰八九， (掃瞳傳) ，頁7427→7428 固

;it 9 制的書，卷八九。(孫健傳) ，頁7429 0

計 10 按慣， (續/J'台志) (嘉措三 1 叫作序刊三卒，團家幽帶f的~影印本) ，巷 , 

8.7υ 

詰 11 徐愛等編， (互丈成公全書) (商務印書館，閻部叢刊初編縮本，台北，

1975) ，卷二叫作譜卜質917 。

, 1' 12 I叫 il'íî書，卷 •, (年譜 ) ，自91 卜

話 13 叫前書，希 l'六， (逃撫南體欽卒敕諭通()各腦) ，頁465 " 

n 14 謝紹等， (重修!望台志)(文啟二年序抄本， f喝草草闢書館敵影EI1木) , (凡

15心， ri2。

前 15 徐愛等編 'U 文1告公全書卜卷|戶 , (時aGJ種種法疏) ，頁354←355 。

註 16 luJ前哼，誰九， (疏通鹽法耐心， 1'-!303 。

~t 17 同日 11 害，卷十， (議兩績商稅耐心，只313 " 

拉 18 I司前註 n

;士 19 同HÍí書!特卡 , (再疏通鹽法疏) , $1353 。

託 20 Ray Huang, Tw:alion and Governmenlal Finance in Sixte闊的一CentUly Ming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自$， 1974 ， pp. 247-250 。

~1 21 同~tI 9 0 

~t 22 徐堂等編， {王其;成公計書卜巷寸， (議夾剿兵糧疏卜頁306 。

前 23 I訂J~主 16 ' 

註 24 徐愛等編， ( I 文出公全書) ，卷|一六， (選揀民兵卜頁466 。

討 25 同的書，卷十六， (選揀民兵) ，真467 可

註 26 向前:霄，卷{七， (，!J取古水縣八九等都民ft~) ， 頁5位。



註 27 同的書，卷 卡， (組前新民牌) ，頁820 。

丘 1 28 怕]前缸，卷↑， (議火車l兵掃疏) , f{306 。

H.29 萬曆 Gm什'1;0卜巷 刊選再生表) , ï'[泣。

討 30 天啟(續丹守主，，) ，卷卜(職F自 i忘ι二) ，頁47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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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31 張壁，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誰都察院右都御史{ft:;}立定某蒜銘) ，收入焦竑?

《國朝自E徵錄)(隨曆了'1)卒，台灣學仟書局影印木， 1984) ，春一九，度31 ' 

註 32 張娃 E荐， (明史小卷。口， (伍丈定傳) ，頁5280 。

H.33 嘉』青(廣茵通;t、 l' 巷)L ' (選舉在 j'P34 o

百 t 34 崇Ijl(j UJ 扑的品，n，告 I'~三， (官師誌) ，頁 19 ' 

註 35 呂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祥慕誌銘) , (關朝獻徵錄 1 '卷六 ，自

81-82 :品靖(瑞州府正沛，卷 1 九仆人物志) ，頁20 。

註 36 嘉靖{潮州府才、卜巷1L ' (Yr師瓜、) ，且46 ' 

1注 37 嘉丘吉〈東鄉縣志 l' 巷仁， (U攝制) ，正抖。

計 38 萬曆〈興吐，府右 l' 巷七， (選串tj:r) ，頁24 。

芷 39 隆慶《尚郵州志l' 巷七， (宙間牌卜巨21 ' 

註 40 1"1治《穎上縣志l' 巷)L , (人物) ，頁 12 ' 

託 41 萬曆《興f匕府:J.~} ，卷七， (選舉It， > '頁21 ' 

~t 42 沈絃符， (禹曆野1的扁)(新興書出 i 台北， 1977) ，巷十 , (監生選tI

官) ，民283 0

計 43 萬曆(兩'ii:府芯卜巷五， (秩官表一) ，頁17 。

計 44 徐愛等編，刊文成么可有書 l' 卷十 , (再講崇義縣訶7) ，且348-349 c 

註 45 同的書，卷丸， (間廣捷音疏) ，崑289 0

討 46 天啟， (准安府1;:} ，在十六， ( 人物牛、) ，巨 8 :曰悄， 0星野先丑文集)(車

搞一「阿甘刊木!國家闢書館藏) ，卷九， ( i主胡吽'H幸遭沐陽叮) ，在8 : iJt 

錢 'Ü位泉丈集)(嘉靖一十六年刊水，國家做]書館藏) ，卷 , (贈l有f]t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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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都學院b百日都御史才革命巡視江湖兼阻隔建抬啦地方序卜頁30 。

註 47 t但賀，(í叫也左布改使陳公策神道牌H關朝獻揖錄卜卷;\/" '頁1l~13 ' 

;土 48 嘉措{徽州的志 l '卷十三， (選串志) ，頁26 '卷 i 六， (打前傅>， R 
23-24 陣J雷(就古朴傳卷二， (才做卜宜的。

H 49 萬曆《溫州府志l' 卷間， (秩'(\志 f) ，頁35-36 崇禎{持f呵!付志卜巷十

三， (秩官 ) ，現8

計划 徐t:j:J行， (資手持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贈太于少保第溪顧立瞎~i]Hj狀) , {國朝獻

徵錄 l '在凹八，頁81 " 

~1 引 《明武宗實錄l ( '1'研院史語所，台北， 1966)' 卷丘 ，正德十年七

月，貞4 句

話 52 徐電等編，{王文成公司計書l' 巷十， (橫水桶間捷古疏卜頁315-317 ' 

~J 日 嚴嵩川江山在-1'tj政使那公j'J墓誌銘H國朝獻徵錄卜卷八六，1'[14-15 ;張

起了巨荐， (D)j 史 l' 卷 百 '0師拘傳) ，頁5282-5283ω

?J 54 萬曆《南安HJ志卜卷瓦， (研;官1X~) ， 頁5 。

H 55 崇禎〈興車縣志卜卷四， (獻頁的，頁37-69 ' 

註 56 t缸里等編，{王文成公全書l' 卷[--， (湘矗立捷昔疏) ，頁329-330 。

註 57 崇禎叫南軍府志l' 卷八仆人物志) ，頁43 。

註 58 徐愛等編 《王文成公全書l' 卷十 , (飛報寧王謀本正疏) ，頁359 。

註 59 同前西!卷[-;;， (i[西扭音疏) ，頁363-364 。

註 60 張娃主持， {明史卜卷土肝， (戴德孺傳卜頁5283 。

討 61 嘉靖{í'[西通志卜卷一 , (名慌卜巨30ι

話 62 李JÏic ' (i_仁間JJ:.布政{史前1公璁墓志銘卜{關朝獻徵錄l' 卷八六!頁16 。

計的 胡由[ , (贈右布政使廣間參政胡公安1\兀傅) , {岡朝獻徵錄卜卷

tí23 ' 

註 64 崇禎{瑞州府1、卡卷 f 缸， (和;官芯一) ，頁9 ，卷十八， (民史志) ，自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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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侏j缸， (江的建凶悍I~U府j、山區曾公嶼耳芷若銘) , (闢朝獻徵錄卜卷八七。真

43 ' 

就 65 嘉靖(廣東通』:卜卷 1 :' (選舉主下卜直40 嘉措《德安月寸位) ，卷」二!

(丈H織) ，立 12 固惟{德安府志》誤認為「譚J 儲 J

I士 66 位站i; , (大可農克研 f土刊庫傳) , (國朝獻徵錄)，懇 九，直51 。

註 67 扣l前丈，卷九，頁55ι

計 68 嘉措《九江府志卜眷 h 川職官志) ，頁 16 萬曆《南安叭f志卜卷li ' (秩

官表 卜頁卜惟《南女府志》誤將籍貨?青站站為清J車。

刮 69 萬曆叩門111總志)，卷七， (科m> '拉詞，卷八仆人物) ，立46*47 0 

it 70 嘉靖《安慶月寸志卜替一。(仕籍傳)， i'{24' 

註 71 米睦博 (其部主事贈光祿二于少卿王冕) , (國朝獻程錄)，卷間 ，頁811 固

;土 72 張延"'字，(明史)，卷一九口，( El是傅> ' F{7436 

討 73 萬曆 H;l呂月到1卜卷!.)'\ '(1"1宜卜H27; (明世宗實錄卜卷凡，耳4 。

吾 t 74 不告撰人， (兵iißii 侍郎劉公源清傳卜{闢朝軾扭錄) ，卷五八。頁峙。

註 75 I~耳聞〈徐州志) ，卷五仆人物) ，巨40-41 0 

泣 76 徐空導編，{I→丈成?毛主書卜卷→了， (年譜 卜頁941

註 77 葫曆《凹川軒心志)，巷七， (科第) ，直25 '幫八， (人物) , ï'(J4 、

言 t 78 先將{零陵縣志卜特九仆人物) ，頁峙。

註 79 高層(古安府志) ，巷十九， (歹抓耳一) ，頁46 ' 

"80 TI時愧， (東關鄒先生不益俾) , (腐朝獻徵錄1 '巷七凹，頁 1 卜 12 " 

:11 81 禹肘《古女府志) ，在六，(;單單表二卜頁25 ;康熙《杭州府:t::} ，巷十九!

(，守治品蓋下) ，直 18 徐堂等編， (主丈成公全書) ，春一八， (劉于肯墓

表> ' r!786 " 

註 82 崇禎《清江縣志卜卷七仆人物卜立26 。

rt 1: 83 天啟作貴州府志卜特|六， (人物志) ，頁64-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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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4 同註蹄。

註 85 張廷玉等，(明史) ，卷七一， (選玲是三卜頁1718 。

註 86 同前註 2

註 87 同前書，卷九五， (毛守仁傳) ，頁5165-5166 。

註 88 徐堂等編， {玉丈成公全書卜卷三四， (年譜三) ，頁955之原文云「先是先生

平賊擒潭，俱瓊先事為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

胥且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為刪削" ' (明

史) (王守仁傳〉其他取才於{陽明先生年譜》盧向多，不能縷述。

註 89 (明武宗實錄) ，卷七六，正德十四年七月，頁9-10 ' 

註 90 同前書，卷七六，正德十四年七月，頁15 。

註 91 王世貞， (靠山堂別集) (中華書局，北京， 1985) ，卷二七，頁4盯 485 。

註 92 徐愛等編， (王丈成公全書卜卷十七， (批草都縣祠知縣王夫與申) , 

頁529 ' 

註 93 崇禎{興寧縣志卜卷四， (獻記) ，頁的回

註 94 焦竑， (大司農克寶玉公暐傳) , (國朝獻徵錄)，卷二丸，頁51 固

註 95 劉昭{東征忠義錄} 書，目前可能已候，所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雜史錯存目二〉中，尚存有鼓書之解題，可略知其模概。

註 96 張廷王等， (明史)，卷三00 ，(伍丈定傳) ，頁5283 ' 

註 97 (明武京實錄) ，卷一七七，正德卡四年八月 1 頁7 ，

許時 間前書，卷七七!正德十四年八月，頁II 。

註 99 同前書，卷八五，正德十五年間月，頁 I ' 

註 100 同前書，卷一九ii. ' 正德才六年正月，頁卜

註 101 (明世宗實錄卜卷 ，正德十六年四月!頁12 。

註 102 同前書，卷二，正德十六年五月，頁卜

註 103 向前書，卷八，正德十六年十一月，頁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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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4 同前書 τ 卷九， If德十六年斗二月， l{18 ' 

話 105 徐堂等編， (王文j車公辛苦卜在十: ' (件辭封爵背恩賞以彰關典疏) , 

此41卜

註 106 間的書!卷三一， (開報征藩:r;JJ次臟仗咨)， }'{861.864 " 

託 107 (明世宗實錄卜巷八，正做六年十月 1 頁4 。

註 108 向註105 ' 

註 109 (明 i廿吉、實錄l '卷二三，嘉靖-年月，頁3 。

註 110 同前書，卷二三!蟲靖一年1間，頁3 。

註 111 嚴厲， (江阿布政使那公均某說銘H國市服I徵錄卜巷八六，頁的 a

H 112 事宜， (江悶在布政使命公礎基;缸銘) , (闢朝獻徵錄〉 τ 卷八六!芷16 ' 

"113 張卡i 鳳， (江鬧鐘昌府主H府少眠會公嶼主主志銘卜{關朝獻徵錄卜巷八七!

頁的。

註 114 張起玉刊明史) ，卷→九五， (王可't→傅) ，頁5163ι

討 115 錢德洪輯('V搜刮(新興書局!台北， 1975) ，是)J為陽明辨妞，不z矗立1: 1 :r

也不避諱守仁以錢財酬報「附酋 J 車芳即J兵之功。(真10 )關於葉芳事蹟日I

審閱令湊且佑， (明代中朝的 '''1 賊 I /::? ~ ~τ 南軍宜地帶叮葉氏在中心

(、卜收入野山鐵郎編， (中關史拉拉 It 石亂叮構峭| 筑波大學自11 也十周年古巴

念東洋史論集) (雄~ 1. I1扭!東京 1986 ) 頁1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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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Shou-jen and His Troops Dominated by 

Civil Officers in Chian皂-hsi Provinc巳

Chen-han Wu' 

Abstract 

This a缸rt巾t訂1犯划c1e m凡1a創inl甘y prohe的5 mto a 句叫:UC阻ce的~ssfi扣dc阻as峙e con 臼ming tn 昀p'浴s 9 

l恰e叫dbyCo叩n咱fu叫c臼Ja削ar叩n off飢lC叫自a叫ls inmi站d

lIsi釗.a叩ng 削d Hu岫a創j Anni師e自5 in late Ch'in皂 tlmc的5. 1'h加e es鉛say ∞usists of 

fOUT chapters. Chaptcr one introduccs the militaty sÎtuation in Chìang~ 

hsi Province befo間 the arrival of Wang Shou-jen. Chap間~r two depicts 

how Wang summoned his civil subordinatcs 曲d constructed a combative 

troops in southem Chiang-hsi. Chapter thrce focuscs 00 出e campmgn 

led by Wang against Chu Ch'en-h酌， the King of Ning一 and those 

Confucîan officials who followed 、Wang's call and strovc to succeed in 

the battles. Chap能r 和叫， based 00 historical matcrials recorded in 

鈕血主b scrutinizcs thc validity of M且&過ih's commcnts 00 Wang's 

civiI subordinates. Two m句or conclusions are rcached. One ìs that 

Wang's exploìts in Chiang-h時， indìrectly derived from h的 remarkable

cultivatìon of the Neo-Confucianism, fonncd the core creed of the 

*Profcssor. J nstì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enlr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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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ng+yu School 刊e other is that the tìnally disintcgratîon ofWang's 

civiJ subordinates chiefly resulted from the institutîonal factors, instead 

ofthose fa叫 ional coní1icts assered by盟且止過血

K叮\Vords 、Wang Shou-jen , Chiang-h訓， Troops commandcd by civiJ 

ofIice間， Confucian gcnerals, Govemor of southem 

Chiang-hsi and adjacent areas, The king of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