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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朱元璋六百年前撒落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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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石屋，穿明服，说明语，重义尚武，崇教识礼，如今被称为“屯堡人”的子民们，原来是600年

前汉族遗民的后裔，其独特的起居、生活、劳动和文化的源流，更是被称为华夏民族大家庭中汉民族

的“活化石”，“硕果”仅存。 

　　那么，这些散布在贵州高原、被称为“屯堡”的石头村寨是如何形成的呢？“屯堡人”又是如何

穿过历史风雨，走到了我们面前的呢？ 

　　历史的误判：“凤头苗” 

　　100多年前的1902年，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在贵州开始他的考察游历。行至安平县（今平坝县）

郊外某地时，几个打扮既有别于当时的汉族，又不同于附近少数民族的妇女引起鸟居的注意。这是什

么民族？一些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凤头鸡”。 

　　翌年，鸟居龙藏的同事伊东忠太在安平也注意到这个特殊的人群。他问地方官员，官员回答是“

凤头苗”。镇宁知州还以工整的小楷在信笺上简要解释了“凤头苗”与一般苗族的区别——“黑苗头

裹青布帕，身穿青短衣，腰系青布裙，短而无花，项带银圈，赤足无鞋；花苗头裹花帕，身穿花短衣

，腰系长裙，绣五色花，项耳均带银圈，赤足无鞋；凤头苗头裹五色布，高而长身，发前系，往上梳

，身穿汉人衣，足穿花鞋，白布缠肘；独家苗⋯⋯”后来，这张信笺被仔细收藏，保留至今。 

　　所谓“凤头鸡”、“凤头苗”，其实就是地道的汉民，600年前遗留下来的汉民“活化石”——屯

堡人。 

　　由此可见，对屯堡人的误判，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姑不论当时社会对屯堡人的接受程度，我

们至少可以推断，屯堡人的圈子和一般汉人之间的相互隔膜在那时已足以造成对屯堡社会的陌生和不

解。 

　　直到今天，我们走在屯堡乡间，仍然感到新鲜的是：同是一个民族，在600年后，文化竟会发生这

样的外化差异！虽然深入其间，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同一文化渊源的种种熟悉和亲切。穿着当下时髦

装束，身处施耐庵、罗贯中同时代服饰的包围中，想想自己600年前的祖上也是这般打扮，我们不能不

心生震撼。 

　　“屯堡人”的由来 

　　什么是屯堡人？屯堡人的特征是什么？在九溪、在鲍屯、在天龙，但凡遇到知晓当地掌故的长者

，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 

　　在周官屯，一位胡姓老者给我们解释“屯”与“堡”的区别：“征南”来的就是“屯”，“填南

”来的叫作“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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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县志·风土志·屯堡人》卷五记述说：“屯堡即明洪武之屯军。妇女青衣红袖，戴假角。

女子未婚者，以红带绕头。已婚者，改用白带⋯⋯男子善贸易，女子不缠脚。一切耕耘，多以妇女为

之。家祀坛神，多力善战，间入行伍，衣冠与汉人无异。” 

　　据咸丰元年《安顺府志·地理志·风俗》卷十五记载，“郡民皆客籍，惟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

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黄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

军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妇人以银索绾发分三绺，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故

多江南大族，至今科名尤众。余皆勤耕务本，男妇操作，风俗皆同。”民国《平坝县志·人口·住居

上区分》记载：“屯堡人一名词，初本专以之名住居屯堡者。而凡住居屯堡者，工作农业，妇女皆不

缠足，从事耕耘者。厥后即不住居屯堡，如其妇女不缠足，从事耕耘者，率皆以屯堡人呼之，则屯堡

人之意味又不专就住居论矣。” 

　　鸟居龙藏在旅行记《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的第20章“明代的遗民凤头鸡”中写道：“经过多

年的苦战，渐渐迫使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屈服。为了防止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反叛，设置屯军守备，

加强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为此，政府允许屯兵携带家属，并供给家属的生活。当时，被征调的士兵

主要是江南籍的人，其中，凤阳府籍的人较多。最初，屯兵均作为汉人进入贵州，除军人外还得从事

农业生产，士兵一面驻屯守备，一面自耕自食。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的子孙逐渐都转化为贵州的农

民。 

　　“后来，清朝为了消灭明朝的势力，清朝的官兵纷纷进入贵州，继续吸引各省的汉族农民移居到

原来屯兵的地方的人数也不少。为此，在洪武年间作为驻屯兵移民的明代遗民，渐渐受到清朝众多移

民的欺压和蔑视⋯⋯处于偏僻之地，难以接触到新的文化，依然保留明代江南的风俗，原原本本的头

饰发型，这对于后来的人口众多的汉族移民，则感到异常稀奇。”

　　朱元璋撒下的棋子 

　　今天的屯堡人聚居在安顺市所辖平坝县、西秀区、镇宁县一带，人口大约20余万人。翻开屯堡村

寨分布图，我们发现，这些特殊乡村主要沿当年的黔滇驿道呈团状分布。在贵州，安顺位置正处腹心

要害，就像棋盘上的天元，落子非同寻常。屯堡，就是这样的一枚枚棋子，被600年前的朱元璋撒落并

钉在了这里。 

　　我们是在一个秋日开始对屯堡的走访的。满眼所见，一片金黄。 

　　14世纪初叶，蒙古英雄铁木真、忽必烈创下的元帝国在旱灾、蝗灾、瘟疫与暴政的腐蚀中走向衰

落，群雄四起，民变不断。 

　　1368年正月，动荡中催生的乱世英雄朱元璋在他40岁这年正式登基，成为历时276 年的明帝国赫

赫有名的开国之君——明太祖。同年7月，朱元璋的大军攻陷元大都，元顺帝弃城北逃。中国历史上又

一次改朝换代在血腥风雨中逐步完成。 

　　几年后，江山初定的朱元璋眼里只剩下最后几枚钉子——盘踞在云南的元梁王巴匝瓦尔密是其中

非常死硬的一枚。 

　　巴匝瓦尔密是元顺帝北逃后，元朝遗留在西南的军事势力。此前，羽翼未丰的朱元璋曾向对方摇

晃橄榄枝，先后七次派出使臣，希望元梁王放弃对抗，向明投降。但巴匝瓦尔密没有理会这位出身贫

寒的新君主，甚至多次处死朱元璋的使者。 

　　朱元璋克制着内心的暴怒，冷静地等待时机收拾巴匝瓦尔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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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威名远扬的明军相继收服四川、贵州地方势力，自负的巴匝瓦尔密一

连失去东、北两面屏障。 

　　拔掉云南的时机来了，已经54岁的朱元璋决心以武力拔掉这根眼中钉。这年8月，朱元璋精心挑选

了三位战功卓著的爱将——主帅傅友德、左将军蓝玉、右将军沐英率领30万大军兵分两路向西南进发

。 

　　从动员出发到攻入昆明，30万明军以不过百天的闪电速度把梁王的部队一举摧垮，巴匝瓦尔密夫

妇被迫自杀。云南境内的元朝残兵全部消灭，其余地方势力也先后归顺。 

　　翌年，作为地方最高指挥机关的贵州都指挥司和云南都指挥司建立。朱元璋的势力填补了西南这

片空白。然而，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如何保持云南的长期稳定，才是朱元璋最担心的问题：“朕观

自古云南诸夷叛服不常，盖以其地险而远，其民富而狠也⋯⋯” 

　　在他看来，西南变乱的根源并未根除。因为中央王朝在此地没有固定的势力可以长期震慑、压制

当地各路豪强。在靠刀把子说话的时代，实力是最主要的筹码，朱元璋不想让无数兵将鲜血换来的大

局又变成权力的真空。 

　　朱元璋决定，把足够强大的军队留在云贵高原，威慑四方。帝国当局还派员开筑宽10丈、以60里

为一驿的道路，把云贵川三地的交通连接起来。并在要害地区，屯兵驻守，建立卫所。这个决定改变

了数十万人的命运，来自江南、中原的精锐部队沿着横贯云贵高原的咽喉要道次第布防，按照明军的

编制驻扎下来。 

　　曾经在云贵高原艰苦作战的将士们开始拿起锄头，开垦屯田。20万明军按“三分守城，七分屯耕

”计算，至少有10多万人加入垦荒的行列。 

　　时光流逝，特别是朝代更迭，当年的军人慢慢变成了地道的农民，当年的军营也变成了一个个村

寨。但当年屯军留下的印迹就像染上衣衫的湛蓝，虽经年年浆洗依然若隐若现。

“征南”与“填南” 

　　“很多人看到屯堡妇女的打扮，还以为我们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是正宗的汉族子孙。”退休

教师宋修文老人澄清着世人对屯堡人的误读。 

　　宋修文住在号称屯堡第一大村的九溪，祖上就是当年南征的军人。 

　　这里简直是个移民的世界。无论再僻远的村寨，你总可以找到来自五个以上省份的人家：南京来

的，江西来的，河南来的，湖北来的⋯⋯而提起怎样来的贵州，屯堡人一般往往会有两种答案：“调

北征南”或“调北填南”。 

　　“征南”和“填南”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当年朱元璋派来戍边的军人，一个是随后按明王朝当局

者的意图出现的大规模“政策性”移民。 

　　自明朝开始，除调集大量军队平定南方（俗称“调北征南”）而外，又从内地将破产的流民和平

民，大批强迫迁往贵州等地（俗称“调北填南”）。迁入平民，亦划区定点授土垦殖，是为民屯。 

　　明朝建立之初，经过长达20多年的战争，全国已是哀鸿遍野，人口下降，田园荒芜，很多昔日人

丁兴旺的鱼米之乡成了无人居住的死寂一片。臣民的生存，决定着这个新兴王朝的存在，谁能避免又

一轮的振臂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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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恢复国家的经济活力，朱元璋开始推行民屯制度，鼓励百姓移民异乡，开垦荒芜的土地，移民

采取“就宽乡”的方式，即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移到经济滞后的地方，由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地

区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移民的数量，洪武朝有数字可考者为160余万人（实际可能达到300万），

永乐朝35万人（实际可能达到60万人）。 

　　军队屯田以西南及东北、西北“九边”地区为主。在西南，稳定云南边陲的最重要的天平就是贵

州。那时，这里到处都是疟疾孳生的原始森林，人烟稀少，可耕土地十分充裕，属于典型的“宽乡”

。20万屯军像楔子一样钉在这里，随后而来的大规模移民才使这里真正变得生机盎然。 

　　除了军屯、民屯，为弥补军粮不足，明帝国还征集商人入驻贵州，建立商屯。 

　　僻远的贵州就这样迎来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移民。来自江南腹地的先进文化伴

随战场上的军事胜利，一下就冲进尚在半原始状态的贵州，汉族的比例也第一次超过其他民族，成为

贵州人口的主体。 

　　当年明军驻防的地方，被冠以“卫”、“所”、“屯”、“堡”、“关”、“旗”、“哨”一类

极富军事色彩的新地名。当年军汉云集的军营，就是今日屯堡村寨的最早雏形。那些军事地名有很多

一直沿用到今天。 

　　说来也怪，一旦了解了屯堡的沿革，再看屯堡人时，心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尊敬。我们知道这是

自己的心理在作怪，总想从那些汉子身上寻找当年的军人印记。但我们发现，表面上看，他们和普通

的农家已无甚差别，只是骨子里依然保留着对祖上军旅武功的崇拜与自豪。 

　　这种特殊的崇拜影响着屯堡人的生活方式。不止一位屯堡老人给我们提起一种已经消失的屯堡游

戏——每逢过年，一些屯堡村寨的成年男子会按古例分成两军，相互对峙，并根据指挥者的统一命令

，以石头向对方发起攻击。每次结束，都会有人负伤，但伤者不会因此心生怨气。 

　　这种游戏，据说是为了提醒乡民不忘昔日的征战传统。 

　　凤阳汉装与大脚女 

　　“人是衣裳马是鞍”，最能让人分别人群特征的莫过于服装了。 

　　屯堡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地妇女的装束。屯堡女人的衣着被称为“凤阳汉装”。很多学者

认为，它具有明代服饰的显著特征：大开襟的长袍、一尺来宽的大袖子上有五色的彩线绣出各种花纹

滚边。长袍两边开叉，长及小腿肚。 

　　在屯堡的乡间，只要你信步走入任何一个寻常家庭，都会看到同样身着这样长衣大袖的妇女——

她们服装的颜色有蓝色、绿色、藏青、藕荷色，这些与城市里迥异的服装总让人忍不住想去抚摸，忍

不住有去试穿的愿望。让我们疑惑的是，看过了这么多五彩的衣裳，竟没有一件是红色的。老人们说

：“过去，只有结婚时，上轿那天，新媳妇才能穿红色的嫁衣，叫做‘喜衣’，一生只有那么一次。

”不过，相比起来，青年女子衣服的颜色较为艳丽，老年则稳重、朴实。因为长期的劳作，妇女的长

袍外还常年系着蓝色的围腰。腰间有一根两米多长的黑色丝绸系腰，裤子过去常作蓝色，如今也就随

便穿了。 

　　屯堡妇女的鞋是很讲究的，夏天着布凉鞋，其他季节则着花鞋，鞋为布底，鞋尖上翘呈倒勾形，

鞋帮大多以蓝色、青色、绿色为底，上绣色彩斑斓的花鸟鱼虫，布凉鞋两侧镂空，花鞋有两层白布卷

成高统连着鞋帮，里面穿任何颜色的袜子都看不出来。屯堡村寨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农村人进

城来，黄泥裹脚大花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屯堡妇女的这双花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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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溪老协会的王厚福告诉我们，明朝洪武年间，屯堡军队远征西南，跟随而来的屯堡妇女要踏过

山野丛林，定居下来，又要从事农业，为了方便，屯堡的妇女都不缠足，因此外面的人也把屯堡女子

称作“大脚女”。 

　　关于“大脚”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某年元宵，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出宫观灯。兴高处，一只

脚露出罗裙，马皇后素未裹足，一双脚硕大无朋。观灯百姓见了，轰然大笑。马皇后勃然大怒，遂撺

掇朱元璋把嘲笑她的应天府的百姓充军到云贵高原，并且命令他们的女人也不得缠足。 

　　但现在的屯堡人更认同另一种说法，当年的屯兵军士多来自朱元璋的故乡安徽凤阳，这些军人对

随同朱元璋出生入死的马皇后极为尊敬，马皇后不裹足，军汉的老婆们也引为时尚，纷纷扔掉裹脚布

。 

　　确实，在我们所走过的屯堡村寨，除了云峰八寨的少数老年妇女，其余村寨的老人都保持着天足

。对此，王厚福说：“主要是职业不同，云鹫山那边大多是生意人，不做农活，加上清朝以后受到外

来习俗的影响，也就包了小脚。” 

　　屯堡妇女的头饰也别具特色，结婚前，女子都是一根大辫子，头上也不作任何装饰。从结婚那天

开始，头饰就变了，先要请人开脸——将额上的汗毛和头发拔去一、二厘米，这样从额顶到脑后包上

青（黑色）布才好看。眉毛要拔成八字眉。然后，把两鬓的头发搓成两绺，倒挽上去，盖住大半个耳

朵，脑后的头发挽成圆髻，也被称作：巴巴纂。髻上罩着马尾编成的圆网，再用梅花管簪固定好头发

和圆网。这样的发型在屯堡叫做三绺头，也被称为平头。据说，妇女们年轻时梳头，每隔一个月要拔

一次头顶上长出来的碎发，到了五十来岁就是不拔，头发也不会长了。屯堡妇女头上包的布也有讲究

，年轻妇女爱包白帕子，说这样好看，年老的常常包青帕子，这样显得庄重。吃酒时也要包青帕子，

遇上办丧事，则要包白帕子，表示哀悼。 

　　过去的屯堡妇女几乎没有戴金首饰的，耳朵上吊着银质的耳环，指头上也是银戒指，手腕则戴有

银质或者玉石手镯。结婚时，亲戚朋友送的手镯全都要戴上，戒指最多戴四个。王厚福1956年结婚，

亲戚朋友送了十多对手镯，妻子一直戴到手臂上，叮当作响，煞是好看。 

　　“四清”运动开始，屯堡的大袖子被剪，梅花管簪和玉手镯被砸，许多屯堡妇女被迫改装，穿上

了普通汉族妇女的服装，也有的妇女不愿改，就把大袖子做小，把长袍剪短，大体上还维持着过去服

装的式样。一开禁，妇女们的长衣大袖又上身了。老人们都还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一位外出

的屯堡人穿着红色卫生衣到田里做农活，全村人都奔走相告围在地头看稀奇，说：“村里来了个‘红

人’。” 

　　屯堡衣着的考究造就了一批针线活路精湛的妇女，九溪82岁的张宋氏和71岁的王张氏就是村里人

们公认的高手。 

　　张宋氏的家在小巷深处，石头砌就的院墙内，架着一口直径近一米的大铁锅，一家人正忙着炒葵

花籽，原来家里有喜事，老人的孙子要结婚了。听说我们要看绣品，她就一面答应着，一面进屋去拿

。 

　　眼前的这两块绣片确实精工细作，老人说是自己当小姑娘时绣的枕头花。绣片不大，历经六十多

年依然色泽鲜艳，花枝上的蝴蝶展翅欲飞，石榴、桃子鲜嫩欲滴，最别致的是附在枝上的那只蝉儿，

微微拱出，墨绿的身子，半透明的翅膀，好像让人听到了飞翔的声音，几十年前灵动的一瞬化作了布

襟上的永恒。老人小心地捧着，眼神中充满了对往昔的神往。尽管岁月老去，张宋氏的针线包始终不

离身，村里还常有人来央求她做件大袖子。我们知道那不老的技艺始终扎根在老人心里。 

　　古稀之年的王张氏依然还在帮人缝棉衣，人人都夸她的针脚细。从中所嫁来，她就继承了一套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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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精细的女工。那时候，就连在安顺的屯堡人家都要找她缝。缝棉衣先要把大袖子做好，再在里面镶

上新鲜的棉花，棉花要铺得均匀，否则就不暖和，也不能镶得太厚，看起来就笨重。王张氏还以快工

出名，过去，她一天可以缝一件大袖子，小袖子能缝三件，还要人家穿起来合适。王张氏自己也没有

想到，这一缝就是50年，就算一个初生婴儿也已界中年。老人也不知道究竟还能做多久，只要能动就

做下去。 

　　屯堡男子的衣着变化远远胜于女子，每一个时代，他们的衣着都留下当时的烙印，清代以前穿长

衫没有领，系布腰带，用青布裹头。清代也曾经穿过当时的衣服，留过长辫。如今，老人们有的还穿

着蓝布长衫，有的穿着中式衣裳，更多的年轻人身着西装、茄克，和屯堡以外的城市人、农村人没什

么两样了。 

　　在屯堡做过十年研究的贵州画家沈福馨认为，屯堡男装的多变，和男子与外界交往大大多于妇女

有关。 

　　在屯堡，读过书，工作过的妇女都脱下长衣大袖，她们希望和城里的女孩一样穿着时髦的衣裤走

街串巷，只有那些在家庭田间操持的妇女还执着于祖辈留下的这身衣裳，抑或是挑着茶叶进城做买卖

的妇女，为了显示茶叶的正宗，还保持着长衣大袖。再过几十年，当这些最年轻的长衣大袖都老去，

我们不知还能从哪里寻到这象征着屯堡的旧迹。

　链接 

　　1、 明代的卫所制度 

　　根据明代军制，帝国常备军分卫、所两级，大体以5600人为一卫，卫的长官是指挥使。卫又分前

、后、左、右、中等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长官是千户。千户所下设10个百户所，长官是百

户。百户下设10个“小旗”，10个“小旗”分别由两个“总旗”率领，每小旗有军士10人，相当于现

代军队的“班”。 

　　卫所的分布，根据地形险要，小据点设所，关联若干据点的设卫，集合一个军事地区的若干卫、

所，设置都指挥司，作为军区的最高军事统帅机构，长官是都指挥使。 

　　到洪武二十五年，全国共有17个都指挥司，329个卫，65个守御千户所。 

　　而在制约云南安宁最前沿的贵州，特别在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的安顺一线，军队屯扎尤为

密集。据史料记载，贵州全省境内共设置24卫和2个直属千户所——一个“卫”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旅，

一个“千户所”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团。 

　　作为军事重地，驻黔明军有几个卫除下设5个齐装满员的千户所外，还特地增设外守御千户所，贵

州卫所之多，早已位居西南各省之冠。 

　　据《贵州600年经济史》和《贵州开发史话》记述，按足额计算，当年留在贵州的20多个卫的军人

应有20万人左右，而此时全国的常备军总数不过200万人，当时的贵州以占全国不到2%的面积吸纳

了1/10的国防军，昔日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地，瞬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军营。 

　　2、屯田制 

　　军队屯田之法，始于汉代。“盖取空闲之地，课人以耕，而因以战守，于足粮饷而省运输，养兵

实塞之要，足国安民之计，莫先于是”——其性质是寓兵于农，“兵不出农，犹可以兼农，而省坐食

之费。”令军兴屯，军粮有保证，军心安定，百姓负担减轻，国家节省军费。屯田制到了明朝，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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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凡有卫所之处，都有屯田。 

https://www.chubun.com 2025骞�04鏈�26鏃� 12:27:32 - 7

https://www.chubun.com
mailto:sunhui@chubun.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