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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聚焦於明帝國西北平涼府的蒙古民戶土達群體，探討其生計模式及其與明政府之間

的互動關係。通過分析明代官員編纂的歷史文獻，本文揭示明政府基於對這些非漢人群體

的刻板印象，制定針對土達的治理策略，並賦予其特殊的政策待遇與功能定位。研究發

現，明政府通過分配草場以支持土達群體以畜牧為核心生計模式，實行輕稅輕役政策，並

容忍其持有武器，從而保留了這些非漢人群體的舊有生計方式與軍事技能。然而，1460
年代鄂爾多斯高原蒙古人南遷掠奪牲畜，導致平涼土達面臨生計危機，進而引發由土達首

領滿四領導的叛亂。叛亂被平定之後，明政府進一步加強對平涼地區的軍事控制，並更積

極地介入土達群體的生計安排，包括災荒期間的糧食救濟、引導部分土達開墾農田以及招

募更多土達平民從軍。儘管如此，部分土達群體仍享有輕徭輕稅的政策待遇，得以維持其

傳統的畜牧生活方式直至明末。本文認為，明政府針對非漢族蒙古民戶實行差異化的治理

策略，既適應其特有生計模式，又滿足帝國的戰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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