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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臨清與大運河」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第 22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實 

李華彥 

本次大會在山東省臨清市舉行，原定於 2022 年 8 月中旬舉行，但因山

東省兩次突發的新冠疫情而兩度延後，至 2023年 2月才確定舉行，並於 3月

22-25 日於臨清市召開。大會主題圍繞著大運河及沿岸重鎮臨清市的歷史，

進行分場研討。論文集重點主題在明代臨清衛及城鎮發展、臨清鈔關與大運

河的歷史，總計有 101篇論文。 

以臨清市及運河歷史為主的論文約有 30 多篇，內容遍及明朝的城市、

軍事組織、鈔關、宗族、漕運等歷史，如許檀〈臨清與聊城：山東運河沿線

的兩顆明珠〉講臨清和聊城兩地的水路、鈔關和商業輻輳範圍，王波〈明代

大運河漕運述論〉講明代漕糧的生產分布、徵集和運輸方式，肖立軍和張宇

佳〈明代臨清等山東運河沿線兵備官試探〉講明代山東臨清、濟南、武定、曹

州、沂州等漕運沿線重鎮的兵備和沿線河道管轄情形，眾文顯示臨清在明清

時期乃至更早的時代裡，都是中國南北交通、運輸上的重要樞紐，商業和軍

事的發展都持續進行著。 

井揚〈明崇禎十五年臨清壬午之變初探〉講崇禎十五年（1642），清軍在

入關前的最後一次南掠，屠殺臨清軍民、毀壞城池等行為，給當地帶來的損

害，為一次翔實的城房與災難考察。胡開全〈明蜀府往返京城線路及其在「大

一統」戰略中的意義〉配合大會主題，探究明朝蜀王府與京城人員、物資往

來的馬驛、水馬驛、水驛等路線，以瞭解其對後世交通和經濟帶形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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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張漢青〈明末清初山東臨清軍鎮考略〉分析明末省鎮營兵制演變為清代

綠營兵制的過程。趙連賞〈徽州容像與部分徽州博物館藏容像人物服飾辨

析〉透過對徽州博物館藏明清時期不同人物容像的服飾標識，解析徽州人所

特稱的「容像（肖像人物畫）」歷史。唐瑄孜〈明代朝服制度溯源──以朝服冠、

衣裳為中心〉以明代朝服的冠、衣裳為中心，研究百官朝服制度的沿革，以

理解明代朝服禮制意涵。這幾篇都是從較小的單一主題切入，用深入的細部

研究，讓人瞭解明朝、甚至到清朝時期的地方樣貌和專題演變。 

大部分論文仍維持大會慣例，依主題進行分場討論，內容遍及明代的政

治、經濟、人物、軍事、商業、制度、文化、藝術等等各方面。張鑫〈公事

私函：明代中後期朝野政治互動的一種樣態──以申時行與萬曆朝「倒張事

件」為中心〉，用萬曆朝首輔申時行通過公奏、私函並行的「公事私函」方式，

平順處理完朝野震動的「倒張居正」事件，顯示明代這種「半官方」的常態

中樞決策機制之功能。高壽仙〈明代省祭官小考〉考察明代士人回鄉省祭的

候官制度。解揚〈明代的代祀與楊慎所受的誣劾〉以嘉靖朝大臣楊慎代皇帝

進行廟祭後被朝臣攻劾之事，論明朝後期的國家代祀制度之神聖性與世俗性

的消長關係。涂俊峰〈地域「合禮性」與政權交替──顧炎武與明清北嶽移

祀之議〉論明清兩朝多位大臣爭論北嶽之祀應在渾源或曲陽，才合乎禮法之

事，至清初「渾源北嶽說」得到士人認可，官方也將北嶽祭祀地點定為渾源。

這幾篇細緻地分析明代政治和禮制上的議題。 

郭玉剛〈「碭山首義」與紅巾軍起義之爆發〉論元末第一個起事者，是至

正十一年韓山童利用河南賈魯開河工程，宣揚「復宋」和預埋隻眼石人，而

紅巾軍起事點為碭山縣。紀海龍〈嘉靖「戊午之役」考述〉論嘉靖三十六年

九月土默特蒙古兵圍大同右衛半年一事，顯示土默特對明朝戰略由早期求市

轉向侵食領土，明廷也因此事強化大同鎮軍力，並更審慎對待外族。張金奎

〈明代衛所軍中的總小甲〉以明代檔案中的個案，探討作為明朝衛所中重要

職役的總甲、小甲制度，它們廣泛存在於治安、城市管理、差役簽發等事務

中。邵磊和酈英南〈明代平江伯陳瑄家族成員墓誌考釋〉以 1970年代陸續出

土的平江伯陳瑄家族墓誌，討論永樂朝整治運河傑出的陳瑄家族史與社會關

係，及其家庶出子弟之出路。吳才茂〈撫邊有方：明清時期貴州黎平府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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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興廢問題再探〉以貴州東南部黎平府屬長官司案例，討論明清時期變動頻

繁的土司狀況及王朝在邊地的統治策略，並言土司制在民國時期全面廢除該

制度才消失。王浩〈明代衛所武官家族的地方化──以新安衛副千戶于氏家

族為例〉，藉明初新安衛武官于海家族在徽州定居案例，討論衛所軍人日益在

地化、文儒化的過程。以上諸篇將明代軍事及其周邊議題，作清晰而多思考

面向的探討，內涵豐富的知識量。 

沈一民〈宣德史料中的張三豐〉以四川大邑縣的宣德朝石刻和《敕建大

嶽太和山志》、《禪玄顯教編》等最早著錄張三豐行止的一手文獻，考證張三

豐以「張剌闥」名活躍於元末，並於明洪武年間長期活動於陝西寶雞縣金台

觀、武當山周邊地區。胡鶴鳴〈謝榛與崔元〉介紹了嘉靖朝遊走於王公大臣

間的謝榛與駙馬崔元之交往，揭櫫了嘉靖帝一個私人關係網絡，並論及當時

士人大臣間的詩文交遊風氣。呂楊〈晚明江南鹽徒與社會治安述論〉以明代

南直隸的淮安、揚州、松江、嘉興等重要產鹽府的灶戶犯罪問題，討論鹽徒

武裝搶劫破壞江南社會經濟發展的情形。馮賢亮〈晚明士人的科考生活──

以袁黃的記述為中心〉用嘉靖、萬曆朝名文人袁黃的個人經歷，討論晚明士

人參加科舉的心情和困苦歷程。李建武〈相貌、衣著、稟性：明代宦官「眾

生相」的形象史分析〉以碑刻、塑像和服飾，配合史實討論明代宦官之形象，

發現他們普遍長相俊秀、有強烈忠孝觀，對宮廷、皇帝和原生家庭都有深厚

情感，為人處世亦有可取。以上諸篇用許多實物、實例，讓讀者瞭解明朝人

物及其生活。 

本會會員參與本次會議者有三位：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謝忠志老

師發表〈試析整飭兵備道對臨清發展的影響──從幾則贈別的詩賦談起〉，以

弘治年間陳璧出任臨清兵備副使的史事，查考臨清設置兵備道之後的改變，並

代表本會，受邀在本屆大會開幕場次上作主題演講，是六位主題演講者之

一，採線上方式宣講。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何威萱老師發表〈淺談黃綰的

工夫論〉，討論十六世紀上半的第一代陽明後學黃綰對「思」工夫的理解，於

分場會議中採線上方式宣講。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李華彥老師發

表〈從李邦華居官經歷看晚明天津的軍事環境〉，考察晚明天津的軍備後勤角

色和貢獻，於分場會議中採線上方式宣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