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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即在《商君

书·农战》中提出寓兵于农、兵农合一

的主张，是屯垦戍边思想的雏形。

西汉时期，屯垦戍边思想逐渐成熟，

晁错、桑弘羊、赵充国均从巩固边防

的角度提出军队在边疆地区进行垦

种，以降低军队驻守成本，实现长期

驻守。之后，屯垦戍边思想逐渐被王

朝统治者采纳成为治国理念，以此理

念为指导的屯垦戍边实践贯穿中国

古代历史。

屯垦戍边是古代大一统王朝治理

边疆的重要方式。秦代迁徙大量人口

到南岭、河套地区以充实边防。汉代

以军屯为主，通过军屯为大规模人口

迁徙、实行民屯提供良好的物资和环

境保障。“汉武以屯田定西域”，同时解

决了军事防御和粮食供应两个棘手问

题，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东汉

与西域“三绝三通”（即东汉对西域的

经营三次中断又三次恢复的曲折经

历），从正反两方面表明屯垦戍边对于

边疆治理的重要意义。唐代在哈密、

吐鲁番、天山北麓等地区屯垦，解决了

“边防镇守，转运不给”的问题。元代

将屯田作为解决军需、保障用兵的重

要方式，“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

屯田以守”，“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

立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

地之宜”。明代为了“养兵而不病于

农”，解决粮食转运问题，实行“寓兵于

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的卫所制

度。清代对新疆的屯田，经历了从注

重对外防御的“以屯养兵”的军屯向注

重边疆社会经济发展的民屯的转变。

造成清代这种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

长时间的军屯增强了防御能力，屯垦

的重心和目的发生了由军向民的转

变。另一方面是经过历代发展，屯垦

制度日臻完善，屯垦在历代王朝边疆

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已由临时措施变为

根本之策。

即使在多政权并存时期，各政权

也将有效治理边疆作为实现统一的重

要标志。其中，效法前代的屯垦戍边

模式，增强对边疆的统驭力是重要内

容。曹魏承袭两汉制度，设置戊己校

尉和西域长史，分别管理高昌和楼兰

的屯田，以此经营西域。西晋延续了

这一做法，继续通过屯田政策加强对

西域的军政管辖，接续了西汉以来中

央王朝对西域的治理。

屯垦戍边既是维护国家边疆稳定、推进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

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宝库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屯

垦戍边的组织形式、表现方式虽历经变化，但其在维护国家边疆稳定、

推动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月

屯垦戍边有助于加强政治统合。人口

迁徙过程以及之后进行的边疆开发与建

设，为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边疆地区提供了

载体。军屯使中央王朝能够以相对低的

成本在距离遥远的边疆地区保持一定规

模的军事力量，为中央王朝抵御外部威胁

和边疆地区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提供兵源

和物资保障，从而保障中央王朝对边疆地

区的政令畅通，增强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

的统合能力。屯垦往往与地方设治前后

相继。中央王朝在人口稠密、屯垦成效显

著的地区会进行地方政制建设，加强民政

管理，借此将中央治权拓展到边疆地区。

高昌郡的设立标志着历史上首次在西域

实行郡县制，也是两汉以降中央王朝加强

西域屯垦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体现。唐朝

在西域设立三州，以服务西域屯垦，加强

对西域与中原之间战略要地的控制，对此

后历代王朝治理西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屯垦戍边加强了边疆与内地、中国与

域外的互通有无和贸易往来。从外部来

看，屯垦戍边是巩固边防、抵御外敌的有

效途径，为边疆发展创造了安全的外部环

境。从内部来看，屯垦戍边将中原地区的

人口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纺织、冶

炼、造纸手工业技艺引入边疆地区，促进

了农业经济发展，并由此带动社会经济全

面发展，缩小了边疆与中原的差距。同

时，为保障供给，中央王朝将大量物资从

中原运往边疆屯戍地区，促进了边疆与中

原的商贸往来。唐朝将丝绸运往西域，用

于屯戍的军队购买军事和生产生活物

资。这些丝绸又经商人转手销往西方，促

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明朝借助商人的

力量将粮食等物资运往边疆屯戍地区，奖

以“盐引”，“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

屯”。与此同时，屯垦戍边带来的边疆稳

定为中外交通的畅通提供了保障。屯垦

形成的人口聚居区往往成为中外商贸路

线的重要节点。汉代将西域的一些屯田

点建在丝绸之路上的战略要地，保障了丝

绸之路的畅通有序。唐朝“立屯田于膏腴

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造就了“驰命

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

下”的交通畅达、商贸兴盛的良好形势。

屯垦戍边促进了文化相通与民族融

合。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稳定的边疆往

往能够造就中央王朝兼容并蓄的开放姿

态，交通的畅通促进了周边、边疆、中原之

间的文化交流。以人口流动为载体，域外

宗教、音乐、舞蹈等文化形式进入边疆和

中原地区，并与当地文化充分融合，极大丰

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因屯垦进入边疆地

区的中原移民，也将中原文化带到边疆地

区，在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中

原文化被广泛接受，增进了边疆地区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此外，屯垦戍边促进了人

口的跨地域流动，增加了古代社会的流动

性，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机会，

也为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边疆地区嵌入

式民族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有力推动了

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巩固。

屯垦戍边史是各民族的共同奋斗史，

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屯垦戍

边的历史实践中，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

建设边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

产。历史上的屯垦戍边实践凝结成的历

史智慧依旧指引着当代的国防和边疆建

设事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当代的

屯垦戍边组织形式，将卫国戍边、维护民

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发展紧密结合，既

是借鉴历代屯垦戍边经验的因时因势之

举，也是历史智慧的新实践、新发展。

据《学习时报》

屯垦即屯田垦种，指军民在一定

区域驻扎聚集，从事农业生产，实现自

给自足。戍边就是调集军队戍守边

防。屯垦与戍边具有明显的辩证统一

关系。屯垦是方式，目的是发展农业

生产，为戍边提供稳定的粮食物资保

障。戍守边疆，是为了提高军事防御

能力，进而实现边疆安全稳定发展这

个最终目标，而稳定的边疆、强大的国

防又反过来有力保证了屯垦实施的成

效。可以说，屯垦戍边是中国古代中

央王朝治理边疆过程中经济需求与政

治目标的集中体现。

屯垦戍边主要有军屯与民屯两种

形式。军屯指中央王朝调拨军队驻守

边疆，军队战时应战，平时从事农业生

产，实现自给自足。民屯是中央王朝

通过政策引导、强制征发等方式将中

原地区人口移居到边疆地区生产生

活。尽管历史上还存在商屯、回屯、旗

屯等特殊组织形式，但以屯垦的目的

导向来看，不外乎增强军事防御能力

的军屯和发展生产的民屯两类。

军屯制度始于西汉，民屯始于秦

朝，均被历代中央王朝所沿用，是经略

边疆、经营周边的重要内容，也是历代

中央王朝开发边疆、促进边疆与中原

交流互动的重要方式。屯垦戍边的

组织形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

边疆稳固的压力变化而变化。在边

疆对外防御压力突出时，中央王朝以

实行兵屯为主，此时的屯垦区域主要

起到军事防御区的作用。当对外防御

压力减弱时，中央王朝以实行民屯为

主，此时的屯垦区域主要起到发展生

产区的作用。

制度与实践——屯垦戍边的历史演变

军屯与民屯——屯垦戍边的主要组织形式

革命先烈萧楚女，原名为萧树烈，“楚女”是他自己

改的名字，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学名为“楚汝”。在袁世

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反复

吟诵屈原的《离骚》，深受感染，决定给自己改名，以致

敬屈原，彰显志向。

由于他和屈原一样出生于楚地，便取了一个“楚”

字。然后，又从屈原写的“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

无女”诗句中，取了一个以《楚辞》中的神女象征爱国志

士的“女”字。这样组成的“楚女”二字就有了革命意志

坚定、能够力挽狂澜的神女的意思，再加上本姓，就成

了“萧楚女”。萧楚女用这个名字激励自己，将来要为

挽救民族危亡去干一番大事业。

当萧楚女以新名字不断发表文章且影响力越来

越大时，一件尴尬而有趣的事发生了。一些青年学

生、军官和职员，看作者名字误以为这是一位思想深

刻、文采斐然、“楚楚动人”的“才女”，纷纷写信来表

达爱慕之情。为此，萧楚女只好专门在《新蜀报》登

了一则启事：“楚女是个年近四十的男子，脸麻、背

驼、多须、近视，并不是未婚的女性……”这才使“笑

剧”结束。

韩惜园 据《人民政协报》

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屯垦戍边的历史价值

萧楚女改名取意于屈原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屯垦戍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