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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方有警： 

蒙古掠晉與明代山西的築城高潮


 

李嘎
**
 

明代山西築城次數多達646次，存在多次築城高峰期，其中正統末景泰初年、嘉靖十

九至二十二年、隆慶元年至四年為三波規模最大的築城高潮。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

後的蒙古掠晉、嘉靖十九至二十一年蒙古軍隊深入山西腹裏、隆慶元年蒙古掠晉，是

導致三波築城運動的背景因素。三波築城均是通過官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組織實施

的，督撫—道—州縣的組織模式甚為常見。因為蒙古軍隊波及範圍的不同，導致每次

築城運動在空間布局上也存在差異。築城工程量均頗為可觀，從修築明細可見防範蒙

古攻城的戰備色彩十分明顯。從正統末景泰初到嘉靖、隆慶年間關廂城數量由少而多

的史實中，能夠折射出山西城市經濟不斷發展的大趨勢。從三波築城高潮中亦可發現

山西士紳群體不斷發展壯大的事實，正統末景泰初年的築城運動中並未見士紳的參

與，而在後兩次的築城運動中，士紳群體已經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參與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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