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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江南的大倭寇起自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大致於嘉靖三十六年平定。五年之間，倭

寇縱橫整個江南。由於初期官軍的不斷失利，倭寇直驅城下，也就造成了倭寇的無敵形象，

夠「聞倭色變」的情況也就在江南形成，這迫使勦倭的決策者缺乏足 的倭情，無法在第一

時間平定倭寇，倭寇問題也就日益擴大。不斷的寇報以及江南倭亂所帶來的財政壓力，使

北京必須將平倭一事做為第一要務。

由於制度上的問題，江南各縣缺乏單獨對抗倭寇的軍力與財力，勦倭的大權集中於勦

倭總督。然而縣級地方官員處在禦倭的最前線，直接面臨倭寇的攻擊與之後的善後問題，

自然必須發揮最大的能力來處理發生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在研究縣級官員處於上級官員與地方士紳之中，如何進行禦倭的事業，

同時又在勦倭中扮演怎麼樣的角色，本文以方志與文集中的記載為主要資料，希望藉此討

論明代縣級政府在戰亂中的反應與應變能力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