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明朝水师在明中后期实力十分强劲，各个水师之间相互配合，达到了一种和平稳定的局面。文章通过介绍明朝水

师前期水寨的建立、中期水寨的衰败与重建以及后期游兵制度的建立，对明朝水师的作战实力进行了详细研究。

关键词：明朝水师；作战实力；海防

明朝水师的发展主要是应对当时我国海防事业的需

要，而其主要形式，是驻扎在海域附近的水寨和游兵，

构成了海防的主要防线。明朝建立水师，经历了前期、

中期、后期不同的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迁移，海防政

策逐步松弛，而我国初始防线也逐步内迁，让倭寇产生

了可乘之机，直到戚继光两次入闽，才解决了外患的问题。

在战争之后明朝逐步总结经验，提出了重建海洋水师的

政策，对于水师的编制也逐步变得规范，由原来的拨兵

派遣向岗哨过渡，改变了原有的分散现状，建立了现有

的体制，也加强了水师的训练，提高了将士的身体素质，

增强了我国水师队伍在海上应急作战的能力，加强了我

国海防事业，也解除了海洋危机。

一、 明朝水师建立的重要意义

明朝水师的筹备起源于明朝海上权益的维护，明朝

时期倭寇一直是威胁明朝东南地区防卫的主要因素。出

于对边疆地区疆土守卫的考虑，明朝建立了水师，主要

以福建水师为代表。福建水师在最初的发展形式并不叫

水师，而是水寨。水寨的居民会设立会哨，在不同管辖

区域之间进行，由南到北来进行管理和交流。水寨之间

会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以共同抵御同一方向和部队的

敌人侵略。五个水寨之间相互联络和防御，形成一股合

力抵御侵略，完成了自身的海洋防御任务，也作为防线

对保障海洋事业的相对和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朝前

期的水寨主要编制比较简单，随着明朝的海洋政策而不

断进行调整，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

提起明朝的对外斗争，最先想到的就是抗倭。嘉靖

年间倭寇肆虐，给人们带来深重灾难，加上常有水患发生，

人们苦不堪言，赋税收入大幅减少，终于引起统治者关注，

开始重视我国海防事业的发展。在戚继光将军平定倭寇

之后，朝廷开始重整水师，在原来水寨的基础上加大补

贴力度，在制度上进行优化，恢复原来水寨的机制，并

纳入水师编制之中。但是相对之前的制度来说也有所改

变，加入了岗哨制度。在官员周围设四名哨兵，设立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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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坐镇船上统领部队，轮流出海。这极大地弥补了之

前水寨后撤所产生的疆域缺少问题，五大水寨的编制也

大多如此，并且朝廷规定了每个水寨的各种船型的规模，

不同的规模有不同的船型配置，在船型配置方面有严格

的审核机制。嘉靖年间恢复了五大水寨的制度之后，水

寨之间的关系预测划分得更为明确和严格，管辖范围上

有了具体的介绍，主要是以港口为连接线由南到北进行

现地的划分，并且明确了各个岗哨之间的巡逻数量和巡

逻节点。对于不同节点的巡逻是非常必要的，能够及时

发现航海的情况和一些突发性的危机，并且水寨的责任

也更加明确，在哪个节点受到突袭，没有进行紧急的应

急措施，朝廷就会追究其水寨的责任。明朝中后期我国

水师开始脱离了人与船相分离的模式，这也有利于水师

之间加强沟通合作，增强官兵身体素质，提高在海上的

战斗能力和应急作战准备能力。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水师在明朝军队分布中的重要性。

明朝的著名将领中，因为抗倭斗争被封侯或者留名青史

的大有人在。他们在抗倭斗争的中的功绩也说明了明朝

水师的实力，毕竟明朝是一个农耕社会，面对的是当时

机动性很强的沿海倭寇，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大胜，

足以说明水师的实力。

明朝对于游兵制度的建立，是在水寨制度建立之后。

原来的水寨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随着统治者发展经济的

需求，水寨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于

是就产生了游兵，游兵主要是和水寨之间相互配合，在

海洋上作战，这就使疆域扩大到了海洋范围，而不再局

限于沿海。明朝建立的游兵制度规模较小，局限于沿海

地区，并且人数较水寨来说相对较少，只有几百人，并

且船只的数量一般不超过 30。同时游兵的编制也比较简

单，设立的时间大多在万历年间，设立长官多为水寨的

领导，对于不同船只也有不同的人员分配。游兵主要起

到辅佐的作用，没有自身的管辖区域。一般情况下，在

汛期会有外敌入侵，这时游兵就会在关键的节点增设把

手，也是由于管辖范围的界限明确，游兵不能私自越界。

但是对于有兵驻守的节点，设立许多关卡。游兵可以与

水寨官兵相互配合，起到联动的作用，形成有效的合力，

形成较强的防御能力。游兵和水寨之间相互合作，相互

联系，互为补充，起到了保护我国海洋安全的重要作用。

二、 明朝水师的战船实力分析

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具有悠久的造船历史

和浓厚的海洋文化。在一些史料上记载，在春秋战国时

期，沿海地区的造船业就已经十分发达，战船击败了其

他国家。明朝的造船业在宋元两朝发展的基础之上进行

了创新，主要是加大了对于造船业的投入规模，也是为

了防止倭寇的侵害以及满足海洋防护的需要，国家非常

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在郑和下西洋期间，造船业更是达

到了顶峰时期，并且明朝的水师造船种类繁多，有许多

关于战船的记载，有专门应对海上作战的战船，包括渔船、

蜈蚣船。在这里要重点介绍的是福船，福船主要是由于

在福建建造而得名，并且有不同编码的种类和符号，福

船的种类繁多，一般福船多指 1 号和 2 号福船。福船的

尾端高竖，并且旁边设甲板竖立横杆，以保持漂亮的姿态，

整体福船有 3 层，第 2 层主要是用于住人。福船最大的

优点就是视野开阔并且便于航海，正是由于福船有这样

的优点，它成为明朝水师装备中的主要战船，在作战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明朝戚继光抗倭时期，

其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福船主要便于外海作战，把敌人

集中在外海区域进行消灭。但是福船也有自身的局限性，

比如福船不能回溯，也不能靠岸停船，并且福船并不是

由人力驱动，如果没有风来作为驱动力的话，也不能行

驶，机动性不好，在出入港口时福船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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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明清史上对福船的记载比较简单，但足以说明

福船是追击敌人和运作材料不可缺少的战船。另外，明

朝中后期的几种船型都是我国明朝水师在作战时常用的，

比如 6 号福船的船型比较适合打探敌情。每种船型都有

自己的利弊，也是根据当时作战的需要而定，有的体型

高大，比较适合攻击敌人或者向远处眺望，有的比较适

合巡逻，比如一些体型小的船。每一种船型在作战时期

都体现了它们相应的作用，并且能相互配合，在运作过

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国明朝造船业的造船实力非常雄厚，特别是福建

造船业，造船的历史十分悠久。明朝在宋朝和元朝造船

业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加大政策支持，造船

业的水平和技术有所提高，在世界上都居于前列，并且

领先其他国家几百年。明朝初年的海防建设，促进了战

船和造船业的发展，也提高了海军整体的水平。在明朝

水师的海洋活动中，福建的造船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并且在郑和下西洋时达到世界造船业的顶尖水平，明朝

水师装备中除了有造船还有火药武器等，致使整体的战

斗实力大幅度提高。在后来的戚继光抗倭战争中，对于

火药的需求也逐步增加，给火药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也是我国古代社会四大文明发展的重要契机。

并且明朝初年的军队供给也相对较高，这对于提高军队

的整体战斗力，为军队进行后备储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冷兵器时代，火药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整体战斗力的

提高，也使我国明朝水师力量在世界居于领先水平。

明朝末期，清朝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推翻了明

朝的政权，但是花了将近 40 年的时间才平息复明势力和

解散一些抵抗群体，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明朝在后期

水师实力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依旧有很强的实力，便于

打持久战。在明末清初时期，清军入福建，福建的统领

虽然已经逃跑，但是水师依旧没有改变阵地，仍有一部

分武装水师进行反清的斗争。在东南沿海的局部地区郑

成功举起反抗清朝的大旗，这时的明朝水师已经积累了

海洋战争的经验，并且熟悉在海上作战的一些方法，清

朝的水师并不能与之抗衡，明朝水师在当时的实力进一

步提高，并且吸引了一大部分群体来进行反清斗争，在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清朝建立的军队相互抵抗制

约。两股势力之间的实力牵制，也成为清朝后期发展自

身水师的经验。清朝建立之后，在不断修复收编明朝水

师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自己的军队。

综上，明朝水师实力强劲，是为了应对海洋危机而

建立起来的，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封建统治，驻扎在海岛，

成为海防的第一道防线，他们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宁、人

民幸福的作用，在水师重建之后更体现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在明朝中后期抗击侵略中，明朝水师确实发挥了其

维护海洋国土的作用，在鸦片战争中也发挥了其应有的

作用。同时明朝水师在驻防海岛开发资源、促进海洋贸

易繁荣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纵观我国明朝水师的

发展历程可以得出，明朝水师的兴衰都受朝廷海防政策

的影响。在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海防思想，有

着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也影响了水师的发展壮大。

明朝水师在驻防时，既担负了保护海洋的责任，又对海

洋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应该认识到，由于统治者愚昧

腐朽的政策，我国清朝后期海洋水师事业后退，远远落

后于其他国家，也为后代留下了关于领土争端的历史问

题。我国在现今发展海洋事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建立

海洋事业的制度性保障，还有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作

者单位系临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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