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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书院遗址,发展繁荣当代文化
———对江西省古代书院遗址调研的思考与建议

文◎胡青(执笔)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源自

唐代中叶,延续到清末,悠悠千年。江西古代书院数

量最多,影响最大,类型齐全,是璀璨的文化瑰宝,是

发展繁荣当代文化的重要资源。

2014年5月-6月,省政府文史馆组织我们馆

员先后考察庐山白鹿洞书院、上饶市信江书院、贵溪

市象山书院、吉安市白鹭洲书院和青原区阳明书院、

井冈山市龙江书院、兴国县潋江书院,河南登封市嵩

阳书院、商丘市应天府书院、江苏无锡市东林书院。

调研期间,我们认真听取当地有关部门领导和人员

对书院的全面情况介绍,通过座谈研讨,我们认为,

保护利用书院文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现将有关

情况、思考和建议报告如下:

一、书院遗址的基本情况

我们调研的省内七所书院,大致可分为以下五

类。

第一类,保存完好,长期对外开放。如白鹿洞书

院。该书院在我国最负盛名,南唐建“庐山国学”,北

宋定此名,后经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复兴,声名大振,

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海内书院第一”,现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世界文化景观、世界地质公园

及联合国优秀生态旅游景区庐山的重要景点。1980
年书院开始配套修建,近年又陆续对古建筑进行翻

修,现存明清碑刻157块,摩崖石刻59处,仿明清建

筑22幢,1980年以来接待游客500余万人次。

第二类,近年修复,已经或准备对外开放。如信

江书院和阳明书院。上饶信江书院始建于清康熙年

间,先称“曲江书院”,后改称此名,新中国成立后长

期为教育部门使用,2003年由文化馆接管,现已完

成乐育堂、近思堂等古建筑的修缮和院内绿化。吉

安青原区阳明书院,亦称九邑会馆,青原会馆。明正

德年间王阳明在山中讲学,后江右王门学者每年春

秋两季在此会讲,成为全国讲会中心之一,清道光年

间书院改建于此。民国时期书院曾为国立十三中高

中部和第36后方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曾为康复医

院和迁来的江西医学院所在地。2012年书院开始

维修,2013年主体工程竣工,布展陈列。

第三类,原址上维修扩建。如白鹭洲书院。该

书院为我国著名书院,与白鹿洞、鹅湖同称为江西三

大书院,位于吉安城东赣江的沙洲中。宋淳祐年间

吉州知州江万里创办,办学700余年,民族英雄文天

祥是书院的学生。清光绪年间改为吉安府中学堂,

民国为省立中学,今为白鹭洲中学。书院现存宋代

的泮池,明代的古吉台、永堤,清代的云章阁、风月楼

和民国的中山院等,2013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书院长期对外开放,目前正在扩建改造。

第四类,红色革命遗址。如龙江书院和潋江书

院。龙江书院位于原宁冈县龙市镇,清道光年间由湘

赣边界客籍民众创建,清末改为龙江高等小学堂,民

国附设国民学堂。1927年毛泽东同志率秋收起义部

队进驻宁冈,在此创办军官教导队,开我党独立创办

军政干部培训的先河,成为现国防大学的前身。1928
年朱德、陈毅率八一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民军

来到龙市,“朱毛”在书院相会。1961年书院成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此参观者近百万,2014年国家

对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兴国县的潋江书院,清

乾隆年建,后屡有迁建复修,民国初年为兴国私立平

川中学,中共兴国县支部1926年在此建立,1929年毛

泽东、朱德在此举办土地干部训练班,后兴国县苏维

埃政府驻书院。该书院目前由门厅、讲堂、拜厅等建

筑组成,2001年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6
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五类,遗址仍存,但荒废多年,始终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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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如象山书院。该书院由南宋大思想家陆九渊

创建,淳熙年间建于贵溪应天山,该山宛然巨象,陆

九渊名讲学之地为“象山精舍”,讲学五年,后赴任湖

北荆门,卒于任上。绍定年间书院迁到城南三峰山

徐岩,改名“象山书院”。象山是陆子学派中心,与白

鹿洞、岳麓、丽泽并称“南宋四大书院”。宋理宗、明

武宗均御赐“象山书院”,现明武宗的题字仍镌刻峭

壁。明万历年间此地不再办学,现旧址附近有贵溪

中学。

二、书院工作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省内七所书院保护利用取得的较好成绩。

其一,当地对书院的保存修缮利用大都重视,体

现了较高的文化自觉。白鹿洞书院近年投入300余

万元翻修古建筑,2012年省文物局为其编制的规划已

通过国家立项,下拨资金170余万元。白鹭洲书院整

体扩建,投资1.6亿,将其建设成“白鹭洲古书院———

近代学堂———现代学校”为主线的生态旅游区。上饶

市编制《信江书院保护区详细方案》,争取经费700万

元。龙江、潋江更是得到高度重视,井冈山干部学院

和国防大学对其支持大。吉安青原山政府依托本级

财政投入1000多万元,对阳明书院进行修缮。

其二,书院工作人员在艰苦条件下,为书院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所到书院,条件均十分简陋,

个人收入不高,但广大职工积极有为。白鹿洞在岗

在编25人,另长期聘工6人,临时工3人,担负书院

本身事务之外,且要负责院属三千亩森林的安全消

防。龙江、潋江等书院处多雨区域,蚁蛀霉变,需要

大量的人力物力防治。

其三,初步整理了书院史料,为发展打下了基

础。如白鹿洞点校和出版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

《白鹿洞书院碑刻摩崖选集》等;白鹭洲点校和出版

了《白鹭洲书院志》《白鹭洲书院史话》;信江点校出

版了《信江书院志》。我省还有不少学者对江西书院

认真探索,获得了国家和省级课题,发表了有重要影

响的论文,出版了学术著作。

其四,取得了文化产业升级和为社会服务的好

经验。白鹿洞与九江学院、江西师大、北京清华艺友

科技文化发展中心进行学术合作,1985年始举行了

十余次国际学术会议,与日本、韩国开展交流,与省

书院研究会共同出版学术刊物《中国书院论坛》1—8
辑,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龙江、潋江革命传统教

育,是我省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白鹭洲开展了学

术研究和国学讲习。贵溪依托贵溪中学和象山中学

进行象山文化研讨、宣传。

除上述几类书院外,我省还有一些书院保留在

现代学校和古村落之中,同样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是

弘扬书院文化的物化保障。

然而,用发展的眼光看,上述书院也存在一些需

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与我们考察河南、江苏等地的书

院比较,有较大差距。比如,河南商丘市应天书院发

展很好,它是在李克强同志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恢复

重建的。

一、有些著名书院如象山书院至今未能修复。

贵溪市早年对书院修复进行了整体规划,并预留了

土地,但由于书院重建,涉及范围广、工程量大、要求

高、资金投入大难以筹措到位,因而未能实施。

二、有些书院安全隐患较大,如白鹿洞是我国唯

一既管文物保护,又负责森林消防保卫的文博单位,

三千亩林地,点多面广线长,需全天值守,但人力有

限;象山书院地处红石山体的丹霞地貌地段,长年受

雨水冲刷,风化并多次出现山体滑坡;潋江书院蚁蛀

严重等。

三、各地书院均感经费不足,书院建筑体量大,

修缮维护投入高,与实际需要仍有较大差距。

四、依托遗址,服务当代,尚缺乏统筹安排。有

的历史发掘不够,局限于某个时期的整理;有的布陈

简陋,缺乏现代手段;在旅游开发上,不少地方是被

动等待,推介工作做得不够。考虑长远的书院规划

都显不足。

五、有些书院骨干少,素质偏低,且老化。如白

鹿书院,20世纪90年代进一批大学生之后,至今只

录用1人,目前书院只有中、初级各1名专业技术人

员。信江、象山、龙江、潋江等书院也普遍感到研究

力量不足。

三、加强书院保护,利用书院资源的六点建议

江西是书院文化资源大省,根据1988年的普

查,全国历代书院有7300余所,江西990所,稳居各

省之首;白鹿洞被称为“天下书院之首”,象山是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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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书院之一;官办、民办、企业办、民办官助,讲学

式、讲会式、考课式,丰富多彩,在全国首屈一指。书

院文化是江西的骄傲,如何科学规划,充分利用,需

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实施。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加强研究,广泛宣传,提高对书院遗址文

化的价值认识。书院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书院是宝贵的教育阵地,可以更

好地利用。书院是尚学敦教风气的源流,江西历史

上科举发达人才荟萃,是与书院教育昌盛密切相关

的,江西自古民风好学,书院是最好的标志。书院是

进行气节教育、爱国教育、红色教育、廉政教育的学

苑,许多历史名人在书院学习、工作、生活过,文天祥

在白鹭洲书院,毛泽东在龙江、潋江书院,刘少奇在

白鹿洞书院,方志敏在叠山书院,这里蕴藏着珍贵的

教育资源。书院是陶冶情操,修养身心的园地,留下

过足迹。书院遗址留存着大量记文、碑刻、楹联、诗

词,文化氛围浓,是陶冶情操的理想环境。书院保留

着地方文化的海量信息,既是人才培养的机构,又是

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是地域文化的典型缩影。书

院见证当地教育的历史,我省有的百年老校,与书院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高安幼专的前身是凤仪书院,

万载中学的前身是龙冈书院,九江同文中学的前身

是同文书院等,这些名校的起源于书院。书院有不

可多得的旅游环境资源,白鹿洞之于庐山,白鹭洲书

院之于赣江,龙江书院之于井冈山,象山书院之于三

峰山,旅游环境资源得天独厚,名山文化内涵丰富。

第二,政府需制定有关政策,保护书院历史资

源。1901年清廷下令书院改制为学堂以来,至今已

有110多年,保留下来的遗址越来越少。书院遗址

是不可再生的,必须采取强制性的保护。一、应立即

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法规干预,坚决制止并杜绝书院

遗址被拆毁的行为发生;二、凡保存尚好的书院,都

要加强保护、修缮、开发、利用;三、凡知名度高,办学

有特色的书院,要尽可能恢复;四、尚未具备条件恢

复的,可修建遗址公园或遗址博物馆。明确政府和

有关部门的责任提出书院修复的时间表和任务书,

统筹经费来源,规范各相关部门的行为准则,为开发

利用书院资源提供政策保障。

第三,建议政府和主管部门组织文博、教育、历

史、哲学、文学等各界人士与产业界共商书院文化传

承、弘扬和服务当代的路径。调研发现,省外也有利

用书院开展活动的好经验,比如:组织青少年的经典

诵读活动;举办各类国学研习班,对机关、企业、社会

各界进行国学宣讲;选择传统节日,开展文化活动;

共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托高校

主办书院论坛、出版书院研究丛书;开展国内外学术

交流;提高书院文化展示的档次,高水平搜集整理保

护研究的资料,展示书院的历代遗存和重要文物等。

第四,鼓励书院与高等院校结成“对子”,创新书

院文化发展的新模式。如白鹿洞书院可以与九江学

院,信江书院、象山书院可以与上饶学院,白鹭洲书

院、阳明书院、龙江书院可以与井冈山大学,潋江书

院可以与赣南师院进行合作,探讨开创新的发展路

径。

第五,开拓书院精品线路,扩大文化辐射范围。

江西的旅游资源运用,至今鲜见书院游览的专门安

排。那些著名书院隐于众多的景点之中,游客几乎

无暇驻足端详,要想参观书院的人,则难以找到适当

的路线安排。江西素以山水、文章、瓷器、客家、革命

和书院为几大文化特色,对其他特色均有旅游照应,

而以集观光读书、教学修养、绘画书法、摄影观赏为

一体的书院旅游线路尚未开发。

第六,提升书院遗址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目

前他们人员偏少,年龄偏高(白鹿洞工作人员平均年

龄为46岁),学历偏低。要制定方案,大力引进人

才,并对现有人员进行有效培训。上世纪90年代,

我省曾依托高校举办过文博干部专修班,那时的学

员现已成为我省文博界的中坚力量。调研中书院的

同志呼吁要求继续举办专修班。我们认为,这种模

式培养人才,留得住,用得上,受益的不光是书院,而

是全省文化事业。此外,还要鼓励支持更多的专家

学者研究书院文化,提高我省书院文化的研究水平。

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李国强、李少恒、胡 青、俞兆鹏、

许怀林、龚国光、许智范、王新伟、

胡迎建、杨 豹、徐林义、沈立新

执笔:胡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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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强家族在国家需求中的兴灭
——————黄乡堡向长宁县转变的历史启示

文◎许怀林

  安远县黄乡堡位于赣闽粤交界山区的核心,叶

氏由龙川迁居来此,称雄当地八十余年。他们听从

官府调配,为江西省看守南大门。明朝南赣巡抚逐

渐剿灭其他山寨武装,增建新的县治,严密了行政区

网络之后,遂施行离间计,烧杀了叶楷一家,析出安

远县十五个堡建立长宁县(今寻乌县),没收叶楷田

产充作筑修城池、建造官廨之用。从认可并利用家

族势力,变为否定并且铲平,是国家缩小统治空隙的

需求,更是山区开发得到扩大,小农经济兴盛起来的

成果。长宁县是在黄乡堡叶氏家族经营的成果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朝廷屠戮的盗贼,民众却敬之为神,

“叶楷庙”留存至今,2011年村民重修。叶楷家族在

国家需求中的兴灭,有举一反三的认识价值。

一、课题的研究价值与资料辨识

黄乡堡地区这段历史之所以具有价值,其一是

长达约八十年的叶氏家族控制,极为罕见,在客家基

地上绝无仅有,在赣闽粤三省也只此一例;其二是明

朝政府对叶氏武装势力既长期认可并加以利用,为

何又烧杀剿灭叶楷,不继续羁縻,让其善终;其三是

叶氏家族在民众心目的地位,对赣闽粤交界地区社

会发展究竟有怎样的认识价值。在南赣巡抚所建诸

多县治中,笔者20世纪70年代曾经以横水、桶岗山

寨为核心,对崇义县进行过社会调查,获得教益,引

发出对长宁县这个更具典型性案例的兴趣,故试作

粗浅解读,企望得到师友批评指正。

黄乡堡———长宁县位于闽粤赣交界山区的核心

部位,是客家大本营的枢纽点。正当客家社区大转

折的阶段,黄乡堡的家族势力从一个极端(兴盛)走

向另一个极端(灭亡),这是国家统治深入的结果,也

是山区社会向上发展的一种反映。客家社会的历史

大进步,正是众多山寨地区由盗区化作政区、从“化

外”向“化内”转变的过程。黄乡堡的个性特色,在于

叶氏家族势力的强大,是在国家允许并被重用的环

境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合法性,地方因此而稳定。然

后,又是官府把自己培植起来的看门人消灭,斩草除

根。叶氏在黄乡堡的兴灭,在赣闽粤交界山区既有

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叶氏兴旺八十余年的戏剧

性兴灭情节是其特殊性,明朝国家对他的盗寇定位,

而当地荒凉状态的改观却与盗寇有关,并借盗寇基

地建立县治,则是普遍性。叶氏的特殊性带来研究

价值,因其普遍性产生他在闽粤赣交界山区的典型

意义,给社会留下有益的启迪。

或许因为黄乡堡叶氏的不同寻常,有关的史料

又很稀少,于是在这些稀少的记录中不免传抄失误,

或有增减,乃至真假杂糅;同一个文件,在《长宁县

志》《安远县志》《赣州府志》《江西通志》中的版本又

有文句差异,给后人造成认知的障碍。存世早的《长

宁县志》是乾隆十四年(1749)的刊本,该志载入的关

键性文件往往令人生疑。如:万历三年(1575)江一

麟《平黄乡疏》,指控叶氏“党与二三万人”。在那个

万山凑聚、人口零落的山窝里他能号召这么多部属?

长宁建县以后三年,即万历七年(1579)统计全县的

人口,只不过160户,丁口合计1309人。前后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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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四年的这两组数据,该如何理解? 再如,长宁县

是叶楷夫妻葬身火海之后,才奏请建立的,该志载入

的《分建长宁县疏》不是消灭叶楷的当事人江一麟署

名,而是早已离开南赣巡抚衙门的吴百朋。吴百朋

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月莅任南赣巡抚,隆庆二

年(1568)二月调南京兵部右侍郎,继任者依次为张

翀、殷从俭、李裳、刘思问;刘之后,才是江一麟,时为

万历二年(1574)十月。江到任之后于三年九月设计

歼灭叶楷,然后上奏设县。由此可见,七八年前的吴

百朋不可能越俎代庖,为其后的第五任巡抚写奏章。

到了光绪年间,江西省编撰《江西通志》,在地理沿革

中已将《请分建长宁县疏》署名为江一麟。我们指出

这一误差,并不连带轻视县志中的这篇奏疏,必要时

会引用它的内容。

毋庸否认,乾隆《长宁县志》对解读黄乡堡叶氏

历史,有资料可采,但不能少做考证功夫。本文叙述

相关历史进程,探寻南赣巡抚们的决策,首先是采用

南赣巡抚主修的两部《虔台志》,以当事人编集的公

文资料为依归,然后再采择县志等资料。

为什么看重《虔台志》? 虔台,是明朝设置的“南

赣巡抚”的别称。南,指南安府;赣,指赣州府,二府

辖区与今天的赣州市一致。明朝统治者认为,“南赣

居江藩上游,阻岭为险。自岭以东,则为汀、漳、潮、

惠;以西为郴、桂;以南为雄、韶。四省盘错,二千余

里,山峒险峻,盗贼充斥。”因界连四省,事无统摄,难

于缉捕,故特设巡抚,统一调度,加强交界地方的弹

压力度。孝宗弘治八年(1495)命金泽为“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处地方”,通称南赣巡抚,驻扎

赣州,辖区为闽粤赣湘交界地区,嘉靖以后的军政举

措集中在闽粤赣交界区。职责是“严督所属,操练军

兵,修理城池,捕灭盗贼。……各省兵备、守备等官

俱听节制调度……事有便于军民地方者,悉听尔便

宜处置,具奏”①。因为赣州在南宋以前称虔州,明

朝都察院相当于汉代的御史台,巡抚带副都御史衔,

属风宪大臣,其官署在赣州,故而称“虔台”。《虔台

志》辑录了历任巡抚的奏疏和所实施的军政措施。

存留至今的有两部,即嘉靖三十四年的《虔台续志》、

天启三年的《重修虔台志》。

鉴于《虔台志》具有官府档案性质,有很大的权

威性。它是当事人在当时、当地编辑,其中关于剿杀

盗贼的人数,可能存在当事人向朝廷邀功,不免有枉

杀或夸大,但其所叙之事,所记当事之人,应是真确

可信。置于约五百余年后的今天,该书已属稀见的

原始史料。该志的资料价值高,应是我们考核问题

的首要依据。

二、黄乡堡的地理环境与居民概况

黄乡堡原是赣州府安远县的辖区,位于江西省

境的东南端,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山区的腹心部位。

安远县,始建于南朝梁大同十年(544),② 隋废

入雩都县。唐贞元四年(788),复置,属虔州。宋因

之。元至元二十四年(1277),省入会昌县。至大三

年(1310),复置。位于江西省南端,与广东密尔相

连,东南至广东程乡县三百里,西南至广东龙川县三

百五十里。由于大山连绵,森林密布,交通艰难,社

会进步迟缓。八百多年之后,明朝洪武五年(1372),

安远县尉杨霄远奏报当地环境恶劣,“非拾级登峰、

丹崖绝壑,即穿坑度垇、鸟路羊肠”,耕地狭小,“万顷

山冈一线田”,社会贫穷,“县中不闻大姓,且少百外

年之家”,民生艰难,“田少土硗又粮多则重,无怪乎

催科日迫,求生不得而死无门。或合室全逃,更名换

姓,或壮丁远遯,撇子抛妻”③。在这样一个偏僻闭

塞、落后贫穷的山区,人们感叹最深的是动乱厉害,

“为闽粤西北之交壤接间,崇山峻岭,千嶂万壑,数百

里险阻崚嶝,每有窃发,邑先当之,罹毒尤惨”④,社

会发展艰难。两百年后这里出现一个大变化,万历

四年(1576)从安远县析分出长宁县(1914年更名寻

邬;1957年简写为寻乌)。长宁县无疑是安远这个

“岩邑”中的岩邑,但是区位优势明显,“虽弹丸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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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扼边徼,控制险要,实为全郡之枢键。”⑤ 把长宁

放在更大的地域评量,它不仅是赣州府的“枢键”,也

是闽粤赣三省之间的“枢键”。

1.三省交会的地理位置

长宁县的区位优势,在世人的认识中有一个发

展过程,明代中期以前没有受到重视,后来随着社会

大局的演进逐渐受到社会关注。长宁地区隐显变异

的进步经历,在赣南地区普遍地存在,不过在这里表

现得更突出一些。赣南地区因其山林丛密而长期被

社会轻视,国家派官施治,不愿起用贤俊要员,或者

把此地当作安置罪臣的所在。南宋时期这里仍然瘴

毒严重,外地人很难适应,差遣至此任官,将水土不

服,染上重病,甚至有丢掉性命的危险。绍兴年间,

秦桧向金朝屈膝求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弹劾,

要求斩秦桧以谢天下,被贬广东韶州,陈刚中著文祝

贺胡铨,秦桧恼怒,把陈刚中差知赣州安远县,“安远

滨岭,地恶瘴深,谚曰‘龙南、安远,一去不转’,言必

死也,刚中果死”⑥。

长宁县原是安远县东南部辖区,安远县的困难

与问题,当然也存在于这片山区。

黄乡堡等地距离赣州四百二十多里,交通十分

不便。建县以后,这块山区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社会

对它的认知迅速增加。当时官员奏报说:“黄乡等堡

实系山林幽阻之所,居赣、惠、汀三府五县之中,冈峦

层叠,人迹罕到,向来大盗凭阻潜伏。”⑦ 乾隆十三年

(1748)长宁县知县沈涛从赣州启程上任,沿途的经

历是:“廿日初登牛轭岭,渐觉崎岖不可登。……长

源曲折路如线,水田一跌全身倾。一日行程分两日,

畏险不贪山径捷……,峰高路曲欲插天,花香冉冉随

行鞭。四山回环无缺处,只逢鸟路相钩连。……肩

舆淋漓度石罅,瞬眼即过不暇怕。……”⑧笔者1989
年赴寻乌参加县志稿评审会,从赣州坐汽车早晨出

发,到了安远就登上海拔1440余米的鸡笼山,峰峦

连绵,回环曲折,不见村庄,午后方才到达县城长宁

镇(原石溪堡马蹄岗),耗费五个多小时。黄乡堡距

县城南部约40公里,紧挨广东龙川县。现今(2013)

从县城去黄乡堡(晨光乡),所过之地依然穿行在丘

陵低山地,少有村庄。

乾隆《长宁县志》记载,该县位于赣州府东南

420里,东至福建武平县120里,南至广东平远县

230里,西南至广东兴宁县200里,西至广东龙川县

150里,西北至安远县130里,北至会昌县190里。

全县四面皆山,县城近山。四大水源,三条流入广

东。邑人吴之章指出:“盖长宁接壤粤东者什之六,

安远者什之二,余则福建、会昌犬牙交错耳。”⑨ 客观

的区位所在,使长宁县群众与周边府县的人际交往,

更多地倾向于闽广两省。

全县山木荫翳,地气湿蒸,瘴气染人。夏天雨水

连绵,十日不断,山谷云封,村落雾锁,湿气犯人,恒

作疮毒。又,夏季食苋菜、黄瓜,多致腹泻。入秋以

后,痢疾、疟疾之病流行,痢疾病尤为剧烈。长宁县

首任教谕陈九韶说:“赣府边邑多有瘴厉,而新邑为

尤,前后二典史、二巡检皆以冒瘴继亡。卑职豫饵药

石,仅存余息,亦病死一亲侄,一家人茕茕孑立,方欲

告致而未遂。”⑩ 闽粤赣山区的瘴毒厉害,为朝野所

公认,以至于成为官员失职的正当理由。嘉靖四十

年(1501)十一月,“南京给事中马出图等言,闽中八

郡群盗充斥,巡抚刘焘纵寇殃民,请加切责。兵部

覆:焘北人,不便于南,恐督责难效,宜更置之,而专

责(胡)宗宪经略闽事。上谓闽寇猖獗,数陷城地,流

劫邻省,焘巡抚二年,讨贼不效,本宜治罪,第既言风

土不便,姑调外任。”(《明世宗实录》卷五百三)刘焘

是河北沧州人,故有北方人不习水土的借口,免除了

切责,改为调动位置。

“万顷山冈一线田”与瘴毒蒸人的自然生态环

境,制约了经济开发进程。

2.山深林密,藏匿盗寇

长宁县境内山高谷深,交通原始,“山高皇帝

远”,滋生山寨王。由于统治十分空虚,故而成了逃

亡流民谋生之地,反抗官府、强横凶暴者称霸的据

点。项山是这里的主要山峦,于群山之中独见岿然

杰矗,它跨三省,面长宁,负平远,襟会昌,而翼武平,

周迴百里。所谓“环山俯闽粤,郛郭杂蛮蜒”(张鉴

《项山》),真实地揭示出它的形势与社会概貌。居民

中既有汉族,也“杂蛮蜒”,有不少少数族民众在此繁

衍生息。

县境南部的大帽山,绵亘数百里,与广东程乡、

平远、和平、兴宁、龙川等县接壤。山间的老虎隘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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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林木深阻,鸟道三十里,素来是群盗窟居所在。

黄乡堡正处于这片山区,先后有多股土豪武装在此

兴起又覆灭。官府记录了姓名的盗寇首领,从明成

祖永乐(1403—1424)开始,至孝宗弘治(1488———

1505)的近百年间,先后有邝子安、黎仲瑞、王霁壤、

高安、陈玉良、张士锦等。他们逐个被官兵镇压或接

受招抚,仍然安插在黄乡堡这片山区。接受招安,表

示“输心向化,从善自新”,故被称作“新民”。但此伏

彼起,后来之盗或者是新起的,或者是“新民”再叛。

“然叛据久违,官兵莫制,无如叶贼甚者”췍췍췍。最厉害

的这个“叶贼”,就是与官府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叶

楷及其父亲、祖父两代人,他们祖孙三代在此称雄八

十余年。有的“新民”会再次为寇,又一次受抚,名分

反复变换,皆因所处的环境、条件起了变化,而被安

插的地点却还是这块山区。

还有一个丹竹岭,亦曰丹竹楼,与广东平远、兴

宁接壤,久为盗薮,名声很大。长宁县设立之后,特

在丹竹楼设立巡检司,驻兵防守。

明朝中央在统治力量不足的时期,需要利用黄

乡堡的叶氏土兵,抗御惠州、潮州过岭北犯的盗寇,

为江西守门户。叶氏为求自身强大,也希求得到官

府庇护,藉以压制其他土豪,故而愿意听命于官府,

于是滋生出“叶贼叛据久违,官兵莫制”的特例。

3.人口、家族与分布态势

长宁人口不多,地域分布不均匀,多数集中在南

部地区。刚从安远分立建县的时候,割来“凡一十五

堡,得成丁五百五十有奇”췍췍췍。按五口一家,一家一

丁估算,不过2500余人。对此人口数须作两方面分

析,首先,置于安远县人口大环境中估量则不算少。

洪武二十四年(1391),安远全县292户,1445口,男

丁880;万 历 元 年 (1573)718 户,2512 口,男 丁

1149。췍췍췍前后180年,人口与男丁的增加均不足一

倍,可见繁衍非常缓慢。以万历男丁为基数估算,析

分的人丁将近一半。由于所割过多,故同时把会昌

县的长河堡地方划给安远县。

其次,这个人口数涵盖的只是纳税户。府县政

府掌握的户口,都是自有耕地,要交纳田赋的民户。

那些没有土地的众多人群,都不编入户籍,故劳作于

山区的佃户和流亡者都不在其中。在生产力水平极

低的小农经济时代,安远县满眼皆山,耕地“一线”,

拥有田产的纳税户自然很少。这样看来,官府说黄

乡堡叶氏家族统领的兵勇有七千,甚至说两三万人,

确有不少为了夸张贼势以邀功而掺进的水分。官军

剿灭叶楷时杀戮了几千人、焚烧了千多栋房屋(具体

史实详后),兵燹之后的户口也不会充溢起来。

一般而言,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在四境

皆山,村落星散的长宁境内,居民聚落多散布在黄乡

堡等地,正因为这里是破产流亡者聚集的大山区,故

而长期被官府评估为“盗贼渊薮”。吴之章指出:“邑

初旧制,城外十五里为四厢,厢外为堡。独西南边隅

颇少,故尽五十里属之西厢,与安远接壤,环边五六

十里,自赵坑、上下坪、蛇基、老墓,延袤一带皆属焉,

悉重山叠嶂,村落星散,故烟灶虽多,仅敌一大堡;惟

邑中所需竹木,皆出于此。东南北三厢而外则十二

堡,联络环护,其堵御外侮之劳,非西厢可比。盖长

宁接壤粤东者什之六,安远者什之二,余则福建、会

昌犬牙交错耳。迄今滋溪、项山、腰古、八付、南桥、

双桥、黄乡七堡之地,虽逼近粤徼,而土著充满,深山

穷谷,鸡犬之声相闻,郅隆之盛,近古以来蔑以加

矣。”췍췍췍黄乡堡山区远离府县衙门,既是冷寂闭塞,又

是山民比较自在的所在,茂密的山林有利于隐蔽,故

而“避役逃民”相对密集,逐渐成为“土著充满,深山

穷谷,鸡犬之声相闻”的旺盛山区,流亡而来的人群

相对庞大。所说的“土著”,该是历久生活于此者。

由此可知,长宁人口的主体是“深山穷谷”中的土著,

他们世代繁衍生息于“逼近粤徼”———紧邻广东边界

地带,孕育发展起来自家的文化习俗。

黄乡堡土著的家族姓氏,从官府剿灭叶楷战役

中出现的人物中,得知一个大概。除叶氏之外,还提

及刘氏、吴氏、赖氏、尹氏、严氏、温氏、邹氏、杨氏、谢

氏、林氏、骆宾氏等。这许多家族的代表人物,曾经

是叶楷的帮手,有的也遭打击,如刘氏家族被迫逃出

黄乡堡;现在他们是官府用来瓦解、围歼叶楷的打

手。乾隆《长宁县志》载:“赖思明、尹明遂、严顺民、

温时选、刘寿儒、骆宾始,俱为安远黄乡保人。万历

三年叶楷之役,思明等首发其奸,旋从征剿。既平,

设长宁县治,江中丞一麟褒其功,并授把总。”所谓世

异势变,土豪们的趋向跟着改易,然而杂姓聚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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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土豪家族分据于黄乡堡山区的景况没有变。

三、叶氏家族在黄乡堡的兴起

1.叶氏家族的进入

黄乡堡叶楷的先祖,原是广东兴宁人,一作龙川

人。他们迁居安远县黄乡堡的时间,大约在明朝前

期。据官府说:“安远黄乡叶贼,自其祖芳至楷,凡三

世,盘踞八十余年。”췍췍췍八十余年,是从明神宗万历三

年(1575)往前推算,相当孝宗弘治初年(1488)。这

个起始年份,恰与南赣巡抚的设置时间吻合。明朝

廷鉴于赣州府“当荆闽百粤之交,岩险闻于天下,溪

峒深邃,绵壤千里,自不逞之徒依凭巢穴,阻兵为

乱”,于是在弘治八年(1495)设置南赣巡抚,“提重兵

以临制之”췍췍췍。叶氏家族出现在世人眼前,与南赣巡

抚登台相吻合,是偶然,又是必然。在这个数省交接

的山区,素来是“盗薮”,没有叶氏,便会有别的某一

姓氏。叶氏的巧遇,是碰上国家开始强势推进对这

块山区的统治,而他处于边界深处,正在逐步兴起,

一旦国家形象在深山竖立起来,其事迹宣告结束,又

是必然的结局。

南赣巡抚衙门描述叶氏家族:“其屠刘剽夺,专

擅暴横之罪,擢发难数。前督府值边隅有警,尝调用

之,以示羁縻。往往挟众索赏,稍不厌意,辄按兵不

动,或撤营散回。即切责之,亦悍然不顾。若岁时分

伙出劫,固其常也。”췍췍췍《虔台志》的这段文字,让我们

知道叶氏迁入黄乡堡之后,有剽夺暴横的盗寇的劣

迹,又被官府调用去攻打其他盗寇,如果官府耍赖,

不给应得的奖赏,他们就不驯顺,不听调遣。

朝廷对叶氏实施“羁縻”政策,是力不从心,无可

奈何所致。一方面说他有“擢发难数”的罪行,却没

有派遣官兵剿杀,而是让其长期存留下来。为什么?

因为官府“尝调用之”,故而他有“索赏”的理由。这

表明他对朝廷统治有功,得到政府认可,具有合法的

政治地位。叶氏具有的盗贼与官军、功与罪的两面

性质,导致他与地方政府长期维持着相互利用的状

态。南赣巡抚需要调用叶氏之兵解除边界上的盗

警,叶氏则借其合法地位称雄于地方。叶氏亦官亦

盗的起伏变异,控制权始终掌握在官府手中。到了

万历初年,朝廷威力已经进入到了赣闽粤交界山区

的核心,就不再实施“羁縻”政策,而是以其盗寇之罪

将他歼灭。

叶氏进入黄乡堡的时间是弘治、正德之间。南

赣巡抚江一麟在万历三年(1575)奏请剿灭叶氏,说:

“黄乡溪尾稔贼叶楷,自其先世叶春、叶金、叶槐于弘

治、正德年间流自广东龙会峒。”췍췍췍 广东龙会峒,在今

广东省龙川县境内。这里的叶春,与前述的叶芳是

兄弟。叶氏从龙川进入黄乡堡,是相邻两县之间近

距离的人口移动。其迁移的具体原因,江一麟没有

说,迁移的时间也只是一句“弘治、正德年间”,前后

计三十四年(1488—1521),很是宽泛。经查,稍后的

李春芳弥补了这一缺陷。

江一麟灭叶楷,立长宁县,地方绅士为他建“报

功祠”,李春芳《报功祠碑记》写道:“叶芳本广寇,以

正德七年(1512)流劫岭北,趋犯建昌,既奉招抚,遣

归故域,道经黄乡,出自计归或不免,遂与其徒据险

居之。”췍췍췍叶芳趋犯至建昌,越过了赣州府地域,真可

谓深入岭北。建昌,指江西省建昌府,辖南城、南丰、

广昌、新城、泸溪五县。叶芳害怕回老家被官府追

究,遂潜藏在黄乡堡山险之地。按那时岭南、岭北之

间的社会大势分析,叶芳居留黄乡堡是常见的一桩

小事,如大潮中的浪花。在安远县的西边,与南雄接

界的大庾岭上,梅关北面的对联提醒世人“关防暴客

来”;安远县是江西省东南角的大门,需要严守此门,

不让惠州、潮州之盗深入。叶芳居留黄乡堡之后,竟

然长期充当了把守此门的得力人选。

溪尾村民房

叶芳家族在黄乡堡落叶生根,子孙繁衍。后继

者有叶春(一作叶廷春)、叶金、叶槐、叶栋、叶楷。叶

芳、叶春是兄弟,叶金是子侄辈,叶槐、叶栋、叶楷三

人该是孙辈,祖孙三代的故居,在“黄乡溪尾”,即今

寻乌县晨光乡溪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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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在黄乡堡地区的家族竞争中得势,称霸特

出。江一麟在奏疏中把情势说得极盛:“盘据地方延

袤三百余里,田地尽其占据,党与二三万人,尽听其

号令。”长宁县学第一任教谕陈九韶也说:“自黄乡以

北十五堡,民知有叶酋而不知有官府。”췍췍췍“党与二三

万人”,按当时当地人口实情,不可能有这么多。江

一麟为邀功而夸张声势的做法,事后曾被揭露,万历

四年(1576)九月,“户部复南赣巡抚江一麟题叶贼没

官田二十七万把,查核只一十八万把,内二万九千系

攘夺民产当除豁,其在广东龙川县界者,既属辽远,

且动称占夺,若欲尽追,恐致他虞,乞免原报数三分

之一”。———(《明神宗实录》卷五十四。)

嘉靖二十一年(1542)上任的南赣巡抚虞守愚奏

报说:叶氏“自广东程乡入,并诸贼而有之,有众七

千,分为七哨,自号满总,言满有其众也”췍췍췍。两任巡

抚前后相距不过三十年,所说同一事件差距竟如此

之大! 这块山区的人口稀少,增殖有限,叶氏手中的

兵卒不可能剧增三四倍。兼并诸贼而有众七千,此

说合乎情理,比较可信的。

叶氏能在黄乡堡站稳脚跟,逐渐控制广阔地盘,

根本原因是国家统治空虚,赣州府、安远县的军政实

力太微弱。明末清初的当地人士吴之章认为:“长宁

壤接闽粤,距郡三百余里,向者崇山密菁,民居寥落,

故叶楷得以夜郎自大。”周围的府县都距离遥远,本

地又是林莽闭塞的险峻山区,自然最有利于豪强成

就霸业。

2.叶氏割据八十余年的行径

叶氏进入黄乡堡山区之后,主要的活动表现在

三方面:剽掠山民以自肥,火并同类以壮大,臣服官

府以求存。能与官府长期周旋、保持被羁縻的状态,

关键条件是其实力强盛。

第一方面:山野所在的强势家族,都不免打家劫

舍,民间通称“强盗”。江一麟《平黄乡疏》说,叶氏

“四季轮班,四出劫掠,夺人妻女以为妻妾,凡有不

从,即三十、五十名口尽行屠戮。积聚财帛,屯顿粮

食,制造火药,操练兵马。流毒闽、广、江西地方,难

以尽数,气焰熏天,怨声彻地”。他指控叶氏劫掠民

众之外,还有“积聚财帛,屯顿粮食,制造火药,操练

兵马”,潜台词就是蓄谋造反。是否真实,没有旁证,

难于判断。他的土兵有战斗力,自然是有经常操练;

而八十余年都窝在黄乡堡,并未向北攻城略地,该是

用以制服其他土豪,并因而被朝廷调用,防备岭南来

的盗寇。(详后)

所谓“屠刘剽夺”,“刘”即“劉”,意为诛杀、掠杀。

受害者是民众,尤其是比较富裕之家。县志中记录

了一家实例:“刘京缙,世苦叶寇,举家奔县”;“刘载

永,邑人,正德末年,广寇叶芳等盘据黄乡、劳田、丹

竹楼三堡之地,刘氏一姓被其惨祸。永时年十三,奉

母避难,心怀报仇。”췍췍췍

第二方面:叶氏在同类的火并中获胜,得以强大

起来。黄乡堡从明成祖永乐(1403—1424)开始,至

孝宗弘治(1488—1505)的百年时间中,先后有邝子

安、黎仲瑞、王霁壤、高安、陈玉良、张士锦等据险为

盗,先后消失,未成大气候,“然叛据久违,官兵莫制,

无如叶贼甚者”。上述的刘氏家族,是被叶氏斗败的

一例。叶氏家族走运,众皆消亡,一家独大,博得官

府的羁縻信任。有官府认可的保护伞,其扩张实力

便一路顺利。正如陈九韶万历五年(1577)《条陈》中

所说:“叶酋犹以听调,赏功而获千总之名,日积月

累,长恶不怙。其子弟以财纳武职、监生,黄伞舆马,

富贵溢于乡闾,威力制乎众庶。僣人田业,夺人子

女,贫者恣其役使,富者苦其侵凌。自黄乡以北十五

堡,民知有叶酋而不知有官府,多弃家远避而散之四

方,其狡黠者托名长干而为之爪牙。”从“千总”开始,

进而买得武职、监生,凭借官衔功名的威望,更利于

役使贫者,侵凌富者,也会有更多的狡黠者充当“长

干”,成为爪牙。不过,叶氏的殒灭,也离不开同类复

仇,“万历初年,(刘载永)白于郡守,运筹设策,诱散

其党,一鼓平之”。朝廷与土豪的相互依赖利用,本

是历朝历代的社会常情,落实到黄乡堡叶氏,表现得

更加生动,具有客家社区特定的实证意义。

第三方面:叶氏与官府相处,是以顺民的姿态出

现,听从调遣,效力军前,屡立战功,获取嘉奖,既得

到自家的安稳称雄,又弥补着府县统治的空缺。截

止万历三年之前,见于记录的事例有:

(1)正德以前,黄乡堡地区兴灭的大盗有李四

子、张时旺、何积玉、朱贵、强风等。接受招抚为“新

民”的何积玉、叶芳等,“为官府所用”,攻破大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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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营、黄畬、挂竹等山寨,擒斩僭号巨寇张仕锦兄

弟及潘璘、刘魁等,“总制御史陈金、镇守太监黎安奏

授何积玉双桥巡检司土巡检,叶芳等安插黄乡等

堡”췍췍췍。

(2)正德八年(1513)五月,何积玉、叶芳奉命“至

饶信地方”,“进剿姚源洞(今江西万年县)”。叶芳在

南昌县滕家洲杀死程乡义兵朱贵、朱孟真等二十余

人,“扬帆回楫”。

(3)正德十二年(1517)初,龙南县黄秀魁,纠合

广东龙川县浰头池大鬓等,攻劫龙南、信丰,而安远

知县“缓不及事”,龙川掌印、捕盗等官“纵其(指池大

鬓)过境劫掠”,于是,岭北道兵备等官“急调招抚义

官叶芳,协同石背兵夫,断贼归路”췍췍췍,迫使黄、池退

走。

(4)王守仁征剿大帽、桶冈、三浰之寇,“用叶芳

为响导”。叶芳死,其兄叶春代领其众。叶春“劫掠

乡堡,逼窜居民”。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被岭北

道兵备副使薛甲擒斩,其子叶桂、叶材亦被杀,“乃授

叶金为千长,俾统其众”。这次变故,受打击的只是

叶春父子,叶氏的“满总”位置仍在,实力没有受损,

照旧受到官府的器重。

(5)同年十月,“黄乡盗曾祖华与叶金争长”,叶

金杀曾祖华。南赣巡抚虞守愚对叶金继续恩威兼

施,“开谕”之外,又“选金子入学”。叶金“感悟”,并

且“请筑城堡,设官员,以为保障”,以为“革心效顺”

的实际行动。췍췍췍虞守愚顺水推舟,随即奏请在黄乡堡

设巡检司,筑城堡,竖起了朝廷的权威形象。

(6)嘉靖三十年(1551)冬,官兵攻和平县岑岗盗

李鉴,叶金参与攻剿,“黄乡千长叶金兵众奋勇先举,

冲锋破巢……贼悉众以遁,留伏兵二十余,披带我军

号色,混入我军,遂杀千长叶金、百长叶宝等七人”。

黄乡堡千长由叶槐继任。췍췍췍

(7)嘉靖四十年(1561)八月,程乡卢梅林、姚载

凤等纠合上杭贼党,流劫万安、泰和等县,南赣巡抚

“复调安远叶槐兵四千五百,令知县石廪管束,指挥

董训、杜乔挺分统之,前后夹击,枭贼首姚载凤于阵

前,斩级二百三十,生擒六十有四”。

(8)嘉靖四十二(1563)年三月,下历寨赖清规等

“抄掠安远、信丰、会昌、南康诸县,……把总陈伦、贾

勇统黄乡叶栋兵截杀,共效首虏几三百,贼退回

巢”췍췍췍。

(9)嘉靖四十五年(1566)六月,南赣巡抚吴百朋

督师进攻下历寨,“捣其巢,贼首赖清规伏诛”。当时

“军门飞檄李多祚,统领黄乡叶楷,及太平等堡谢遵

矩等兵至,与贼大战,冲入巢内,斩级九十三颗,生擒

十二名,俘获贼属五十九名口,招出胁从八百一十

名,夺获牛马二千一百余头匹”췍췍췍。

在叶楷之前,充任千总(千长)的叶槐、叶栋,带

兵参战均是在将官统领之下,自由行动的机会已经

消失。

对黄乡堡叶氏势力逐步强盛的史实,内阁首辅

李春芳概括地说:“叶芳本广寇……(黄乡堡)其地违

治三百里许,与双桥、水源各堡唇齿附合,接连和平、

龙川之贼穴,而声气倚然。正德丁丑(1517),文成王

公既平桶冈,戊寅(1518)收三浰,将渐次及于黄乡。

乃先檄叶芳,以其部兵从推官危寿,入(龙南县)南平

协战,芳即勇从之。浰平,芳收兵于黄(乡),官兵不

敢深入,且因其顺义,遂姑羁縻之,付不治。叶贼由

此日益炽,党族鸠聚,至楷营纳级为指挥官,掳掠男

妇,雄睨七堡,莫谁何者。”췍췍췍 李春芳以内阁首辅身份

来说此话,具有朝廷旨意的含义。叶氏得以盛大,主

观上是有实力,且控险而居;客观上是官府力弱,“官

兵不敢深入”,又“因其顺义,遂姑羁縻之”。一旦形

势改变,就要由“不治”转变为治,结束姑且采取的羁

縻关系。

四、叶楷被灭与长宁县的建立

1.为什么对叶氏既信用又要铲除

明朝设立南赣巡抚特区,本意就在强化对闽粤

赣三省交界山区的统治力度。随着山寨盗寇逐个剿

灭,接连增设县治,预示了黄乡堡叶氏将走到尽头。

嘉靖中期在黄乡堡设立巡检司,兴建司城,是一个关

键性的标志。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一月,南赣巡

抚虞守愚奏请设立黄乡堡巡检司说:

臣所管辖地方,俱系江湖闽广边界去

处,高山大谷,接岭连峰,昔人号为盗区,然

其最剧莫如黄乡。新民其地,属赣之安远。

名虽一乡,实比大县,中间大帽一山,环绕

三百余里。……先任巡抚都御史周南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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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破,因而招抚。至于都御史王守仁用以

平桶岗,平浰头,平宸濠之变,虽多赖其功,

然骄横颇甚,不受约束。……臣至之日,又

选其 子 入 学,以 安 其 心,各 民 始 知 向 背。

……咸愿修筑城 堡,添 设 官 员,以 统 摄 地

方,为之保障。臣度事理可行,因访诸知事

者,咸云筑堡有三利:

提备有军兵,则昔年强梗之徒有所严

惮而不敢为恶,一利也;留此一种人以为江

西门户,则惠、潮诸盗不敢深入,二利也;各

贼所最惮者黄乡土兵,在外有官兵护其妻

子,既无内顾之 忧,且 不 敢 生 事,三 利 也。

……况各新民已有业产妻子,不比往年流

劫无定。如遂为之设巡检司,筑墙堡,添提

备,以弭其变,而又立小学以化其俗,诚图

大于细,计之得者也。……相度地名田背

者为各贼出入咽喉之地,先与筑砌墙围,画

基盖屋,即欲迁叶金入居其中……仍容臣

移安远提备之兵驻扎其地,与弓兵相兼防

守,并赐与司名、堡额,以为永图,则弹压有

要,而赣州以南可得精兵数千,万一有事因

而用之,偃草破竹之势也。췍췍췍

虞守愚的建议获得允准,遂设立黄乡堡巡检司,

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筑起巡检司城堡。

城堡周围125丈,高1.5丈,雉堞二百有零,门

曰“镇定”,覆以敌楼。中为公馆,右为巡司,小学在

公馆之左,营房在巡司之右。

设立黄乡堡巡检司,建筑巡检司城,是析地建县

的第一步。派官驻兵(移安远提备之兵驻扎其地,与

弓兵相兼防守),朝廷的威势深入进来,统治力度比

前增强。强化的内涵为三方面,最精彩、最有价值的

是“留此一种人以为江西门户,则惠、潮诸盗不敢深

入”。两广地区的社会治安素来令朝廷头痛,统治者

普遍认为:“人尝谓两广盗如落叶,随扫随落,蹊径无

光洁之日,真切喻也。良由沧海渺茫,林箐深远,易

以伏匿,难于驱除。人本蠢悍,株引勾连,一呼四集。

又聚散倏忽,不知其为民,朝而耕犁,暮而剽掠,莫辨

其为盗。今贼之难别,亦以此。”(《皇明经世文编》卷

三百,张瀚《再上内阁疏》)

叶氏的数千土兵是有战斗力的精兵,官府仍需

借重他们弹压盗贼,故而继续留存,让叶金住进堡

城。这正是赣州府、安远县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取

代不了叶氏的表现。此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黄乡

堡不再是往昔那样荒凉,“各新民已有业产妻子,不

比往年流劫无定”。山区逐渐垦辟,民众有了自己的

产业,生活安定了下来,这就为县治的建立准备了经

济基础。黄乡堡社会基础方面的大进步,应该有叶

氏家族的一份功劳。

但问题并不是最终解决。黄乡堡地界和平、龙

川,距离安远县城二百里。久为盗贼巢穴,区区斗

城,孤立其间,危若累卵。巡检司的权威与军力不足

于镇守当地,需待县治建立,才能舒缓鞭长莫及之

虞。一般情况下立县的先决条件,是经济水平达到

相当的高度,然而在黄乡堡山区,起决定作用的首先

是朝廷对周边区域的控制程度。黄乡堡四周的统治

空隙逐步填满起来,这块土豪控制区就不会容留,必

须置于府县区划之内。安远黄乡堡周边增建县治的

史实是:

平和县———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王守仁调

闽广两省官兵在象湖山等地擒杀了詹师富、温火烧

等,奏请“添设县治,以控制贼巢;建立学校,以移风

易俗,庶得久安长治”。朝廷认为“开建县治,控制两

省瑶寨,以奠数邑民居,实亦一劳永逸之图”,批准设

县。正德十三年(1518)在南靖、漳浦之间,析地新建

了平和县,县治设于河头地方。췍췍췍

崇义县———王守仁奏建平和县之后,调兵向西,

摧毁了江西南安府的横水、桶岗山寨,在大庾、上犹、

南康三县之间新设崇义县,县治设横水寨。新县“控

制三省诸瑶,断其往来之路”,“尽将三县贼人占据田

地通行割出”(“总计贼占田地六里有半”),没收归新

县。“变卖贼属牛马脏银”2671两,供建筑城墙、城

楼、城门之用。췍췍췍 福建平和、江西崇义两县距离黄乡

堡虽然较远,但它们是整治闽粤赣交界山区社会的

样板,像一把巨大的铁钳,从东西两面向中心夹紧,

开启了当地围剿山寨盗寇,强化国家统治力度,加快

政治文明建设的新阶段。

和平县———正德十三年(1518)冬,王守仁诱杀

了广东龙川县“三省逋逃之主”池仲鬓(即池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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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浰头寨捣毁,在浰头设巡检司,在和平峒设立县

治,“以控制瑶峒”。他认为,该地“实系山林深险之

所,盗贼屯聚之乡,当四县交界之隙,乃三省闰余之

地,是以政教不及。……据而守之,真足以控诸贼之

往来,杜奸宄之潜匿”。和平县的经济基础比较厚

实,和平峒地方“原有二千余家,因贼首池大鬓等作

耗,内有八百余家投城居住,尚存一千余家”,再加从

龙川、河源分割之地,“共凑一县,及将先年各处流来

已成家业寓民,尽数查出,责令立籍,拨补绝户图眼,

一体当差”;贼盗“田土尽数归官卖价,以助筑修城

池、官廨之用”췍췍췍。这块三省“闰余”(统治空隙)之

地,凭借盗贼田产和流民多年的开发,转变成了县

治。和平县紧接黄乡堡西南面,是带控龙南、安远的

要害所在。

平远县———广东程乡县是南赣巡抚关注的一个

重点地区。该地盗寇素来众多,“程乡一县村落为

巢,邻封老稚不能一日安枕”,有巡抚建议在程乡县

豪居都“筑城建馆,增设捕盗通判”,因通判的兵力不

足恃而被否定。嘉靖四十一年(1562),南赣巡抚陆

稳奏请“应照福建之平和、江西之崇义立裁减县份,

而加捕盗主簿一员”。四十二年十月,朝廷批准以豪

居都为中心设武平县,并“添设总兵官一员驻扎镇

守”췍췍췍。该县紧接福建武平、江西安远二县之间,取

二县名称的尾字而得名。开始时析福建的武平、上

杭,江西的安远,广东的兴宁县地为辖区,隶属赣州

府。一年以后,归还闽赣之地,只以程乡、兴宁所析

之地为县域,改隶潮州府。平远县峙立于黄乡堡南

边,添进了又一个派官施治的政区。

定南县———江西龙南县的下历、高沙,广东和平

县的岑岗,是赣粤边界的三大盗贼据点,通称“三

巢”,声势很大,从弘治以来累剿累叛,“广东之和平、

龙川、兴宁,江西之龙南、信丰、安远诸县版图,业已

蚕食过半,一应钱粮词讼,有司不敢诘问者,积有年

岁矣”췍췍췍。下历寨赖清规尤为著称,他是龙南本地

人,曾经听命参加征剿浰头寨,以战功“为县里老。

会有吏求货,捕之急,因逋逃拒命”。是遭贪官逼迫,

才铤而走险。赖家原是富室,“家故多资,素以善处

事,能得众心”,故“胁从者甚众”췍췍췍。嘉靖四十五年

(1566)六月,南赣巡抚吴百朋督师剿下历寨,赖清规

兵败自杀,被戮尸。“新民”钟仕任等人随即请求“乞

比照桶岗改建崇义县例”,在当地增置县治。췍췍췍 隆庆

三年(1569)正月,奏准设定南县,割龙南、安远、信丰

三县地为辖区,县署在莲塘,隶属赣州府。定南县紧

挨黄乡堡西部,接壤广东省龙川县、和平县,号称赣

粤交通咽喉,“岭表之所谓长治久安,实赖其地”。

形势发展至此,黄乡堡周围的诸多山寨盗寇已

逐个剿灭,建立县治加强了统治。三省闰余之地不

再“闰余”,行政区划已趋完密,叶氏乡兵助剿盗寇的

作用已经发挥完结,“留此一种人看守门户”已经没

有必要。南赣巡抚下一步军事目标指向了黄乡堡,

彻底清算叶楷排上了议事日程。

2.计灭叶楷、奏建长宁县的实施

万历三年(1575)九月,南赣巡抚江一麟认为叶

楷是“痈疽之毒”,“奈何养之为异日害”。鉴于叶楷

土兵精锐,党与众多,植根深远,江一麟与岭北道、赣

州府官员商议,决定不与硬拼,先利用叶楷与其他土

豪之间的利害纠纷,进行瓦解分化,收买其党羽,削

弱其实力,然后实施军事打击。

首先,申严地方保甲,及时掌握治安动向。探得

叶楷内部产生新的嫌隙,乃命安远县知县陈行可出

面,招致石溪、劳田各堡首领的子弟四五十人至赣州

府城习读,江一麟赏给每人银牌纸笔,以资鼓励,拉

紧他们与官府的联系。叶楷也送去几个儿子,谋求

读书中举机会,也有就近获取官府信息之意。

其次,几个月后,刘载永、严顺民等地方人士至

赣州,向巡抚衙门请求增设县治,叶楷也赞同此议。

江一麟嘉奖这是忠于朝廷的“归正向化”之举,命刘、

严等为“把总”,用以固结人心。同时派人到黄乡堡

司城犒赏叶楷,使不猜疑。叶楷表面高兴,内心却不

满刘载永等背己向官。叶楷与他们已相互怨恨,“七

堡人因与贼抅,稍稍瓦解”,不再听叶楷号令。

接着,赣州知府叶梦熊密召刘载永、严顺民、尹

明遂、温时选等数人至赣州官衙秘商,又派梁正环等

人带巡抚军门招降旗数十面,免死票三千张,以及捕

杀叶楷等人的赏格文告,“伺便行事”,深入叶楷内部

策反,消弱他的实力。

江一麟知悉叶楷部属正在崩溃,遂发兵三千,令

参将郭坚等统领,分道直进。叶楷“召各堡兵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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