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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剩员制度再探
*

郭红超
(毫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与传媒系

,

安徽 毫州 2 3 6 8 0 0 )

【摘 要 ]禁军中的老弱病残通常被降退为剩员
,

这是北宋兵制 的一项制度规定
。

但北宋禁军有诸班直
、

上四 军
、

普通禁

军等组成
,

不 同禁军降退为剩员的情况各不相同
。

诸班直军士在北宋前三朝很少被降退为剩员
,

上四军军士在宋神宗军事改

革之前
,

大多被降退为带甲剩员
,

带甲剩员在军事改革后逐渐被取缔
。

普通禁军则被降退为剩员或小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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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有禁军
、

厢军
、

乡兵和蕃兵四种军队
。

禁 事机构
,

留下史料较少
,

对于亲从官中的老弱病残

军是最重要的军种
,

有诸班直
、

上四军
、

普通禁军等 怎样安置
,

尚不得而知
。

而对诸班直中老弱病残的

组成
。

禁军中的老弱病残通常被降退为剩员是北 安置
,

还可 以看 出一些线索
。

如《宋史 》卷一八七

宋兵制的一个特点
。

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对剩员 《兵一建隆以来之制》
,

外殿直番号下附小字注
:

的研究
,
①如王曾瑜先生从北宋军队的拣选之制着

“

诸班卫士中年多者号看班外殿直
,

后削看班之号 ;

眼
,

认为拣选之制可分为升补和降退两部分
,

降退 或诣诸道摄军校之职部分州兵
,

谓之权管
。

国初又

又有降低军种和军级之别
。

对于老弱病残军士
,

还 有内员僚直
,

开宝中废
。

太平兴国四年 ( 9 79 年 )
,

征

有充当小分
、

退居剩员 和消除军籍等几种措施
。

其 太原
,

得上军
。

天禧四年 ( 10 20 年 )
,

并人此班
” 。 日4P] 585

中
“

退居剩员
”

只是作为安排老弱病残军士 的措施 此附注虽短
,

但记载的内容颇多
,

透漏了很多重要

之一
。 「1护 34 一

236 游彪先生认为宋朝的剩员是特殊的军 的信息
。

一是诸班直中的年老者被安置到诸班中

队
,

并从剩员制度的创置
、

剩员的职能及管理机构
、

的外殿直中
,

仍然属于诸班
,

并没有被降退为剩员
,

剩员的编制及宋神宗对剩员制度的整顿与改革
、

宋 外殿直番号直到熙宁五年 ( 1072 年 )才被废除
。

如

代裁军充剩员的得失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
。 「2]
但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

,

熙宁五年五月 乙丑记

它问题如诸班直与剩员
、

带甲剩员
、

剩员与小分等
,

载
: “

诏废外殿直班
。

外殿直
,

旧以处诸班老疾者
,

学界尚无专论
。

本文试作探讨
,

以就教于方家
。

近岁多差外州权管厢军
,

所存才数人
,

故废之
” 口5P] 667

一
、

诸班直与剩员 二是宋太祖朝
,

还设置有内员僚直番号
,

也是安置

一般情况下
,

北宋禁军分为诸班直
、

上四军
、

普 诸班直中的将校
,

开宝中废
。

太宗时
,

又恢复番

通禁军三个等级
。

其实
,

在诸班直之上还有皇城司 号
。

真宗时并人外殿直
。

这种在诸班直中设立专

的亲从官
,

亲从官与诸班直是组成皇宫侍卫军的主 门的番号安置诸班直中年老军士的做法
,

与宋朝文

体
,

是禁军中与皇帝最为接近的军种
。

所以
,

亲从 武官员实行的致仕制度及军队实行的剩员制度是

官与诸班直的地位尤为重要
。

如李蠢《续资治通鉴 不一致的
,

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
。

还有一种情况
,

长编》卷一六三
,

庆历八年三月 甲寅条记载
: “

国初 是诸班直的年老者退为本班剩员
,

如景德二年

循周制
,

置诸班直备爪牙士
,

属殿前司
,

又置亲从 ( 1005 年 )十二月
,

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罢军职
,

高琼

官
,

属皇城司
。

其宿卫之法
,

殿外则相间设庐
,

更为 曾对料简
“

诸班直十年者出补军校
,

年首者退为本

防制
,

殿内则专用亲从
,

最为亲兵也
” 。 「3P] 39 27

按宿卫 班剩员
”

的措施不满
,

提出诸班直八年就可出补军

之法
,

亲从官是护卫殿内的
,

诸班直是护卫殿外 职的建议
。 「3P] 1

377 但这里透漏的信息是
“

年首者退为

的
。

《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
: “

按禁卫凡五重
:
亲 本班剩员

” , “

本班
”

即原来所在的诸班直
,

仍然没出

从官为一重
,

宽衣天武官为一重
,

御龙弓箭直
、

弩直 诸班直的范围
。

到神宗时
,

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

为一重
,

御龙骨朵子直为一重
,

御龙直为一重
” 。 「32P] 729 诸班直的军士再被降退为剩员时

,

有可能要到其它

这是禁卫之法
,

亲从官为五重禁卫的第一重
。

其余 番号军中去 了
,

这些剩员 的待遇与在诸班直的剩员

宽衣天武为上 四军番号
,

御龙弓箭直
、

弩直
、

御龙骨 无法相 比
,

有的连生计也难以维持
,

宋神宗不得不

朵子直
、

御龙直则为诸班直番号
。

皇城司近似于探 专门下诏安排这些人员
。

如熙宁四年 (10 71 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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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丙午
,

诏
: “

诸班直长行尝备宿卫
,

自今病满百 日

可医治者
,

殿前指挥使补外处牢城指挥使
,

其余并

与捧 日
、

天武第五军押营
,

元给料钱三千者与五百
,

二千以下者与三百
。

先是
,

诸班直假满百 日
,

步

军司并配充剩员
,

有丐食于道者
,

上悯之而有是

诏
, , 。 「3“P S̀ 9 `

捧日
、

天武都是上四军的番号
。

另外
,

亲从官或诸班直中的犯罪人员
,

有些被

刺配到厢军或其它番号的军队中
。

如熙宁七年六

月 甲申
,

诏
: “

诸班直并皇城司亲从官配隶诸州牢

城
、

本城
,

年五十以下情理轻者
,

班直改配龙骑
,

亲

从官配壮勇
,

令刑部立诸班直叙法
。

先是
,

卫士 以

小罪或连坐降配
,

其居南方者病瘴病
,

多不还
,

自恃

才武
,

窘于衣食
,

或亡去为盗
,

故收恤之
” 。 「3P] 621 “ `

牢

城
” 、 “

本城
”

都是地方厢军番号
, “

龙骑
”

是殿前司骑

兵番号
, “

壮勇
”

则是侍卫司禁军番号
。

此处的
“

才

勇
“

二字
,

似乎透漏出了宋朝重视诸班直人员安排

的原因
,

大多数诸班直军士是从上 四军中挑选的武

艺绝伦者
,

由皇帝亲自阅视后
,

经皇帝同意
,

才能成

为诸班直军士
。

诸班直降退为剩员
,

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

北宋

前三朝
,

诸班直中的年老者
,

基本上是安排在诸班

中的外殿直中
。

后来
,

才慢慢把年老者降退为剩

员
。

二
、

带甲剩员

北宋时的捧 日
、

天武
、

龙卫和神卫为上四军
,

上

四军各设有左
、

右厢
, “

厢
”

是北宋军队编制的最高

一级
,

每厢的编制有三军
,

每军设有都指挥使一员
、

都虞侯副之
。

但据范镇《东斋记事》记载
,

上 四军每

厢
“

又有第四军
,

以处所退年高者
,

无都指挥使
,

止

有
“

都虞候
” 。 「5P] `9

上四军各厢下所设的第四军
,

都是

剩员军队
,

这是游彪先生指出的剩员编制有军一

级
,

没有厢一级的原因
,

而且军一级的最高长官只

有都御侯
,

没有都指挥使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

八 的记载也可 以验证范镇的说法
。

如景德元年

( 100 4年 )十二月壬午
, “

龙卫左第四军都虞候李坷

而下六人
,

递迁军职
,

赐锦袍银带
,

赏北寨战克之劳

也
” 。 「3P] 1780 龙卫军左厢第四军应该是由剩员军队组

成的
,

其最高长官也是都御侯
,

这些剩员军队能参

加擅州北岸的战役并且立功
,

可以判断出这些剩员

军队是带甲剩员
。

这就是说
,

带甲剩员 还可 以参加

战斗
。

带甲剩员只是剩员 的一种
,

如神卫军额下小字

注
: “

太中祥符后
,

剩员 又有带甲
、

看仓草场
、

看船之

名
,

凡四等
,

皆选本军年多者补
” 。 日4P] 594 带甲剩员是

四等剩员中的第一等
,

主要由禁军构成
。

神卫设置

带甲剩员在大中祥符后
,

各番号禁军设置带甲剩员

先后不同
,

高承的《事物纪原 》卷十就专列带甲剩员

一条
,

并载有带甲剩员设置的时间是大中祥符五

年
,

他说
: “

带甲剩员
:
太中祥符五年八月

,

诏河东诸

州军昨简隶剩员者
,

如闻尚多强壮
,

可并为带甲剩

员
,

以备给使
” 。 「6P] 526 其实

,

带甲剩员的出现比高承

记载的要早
。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集中保留了

这方面的史料
,

明显注明带有
“

带甲剩员
”

军额的有

宋太宗淳化三年 ( 992 年 )时的龙骑和龙卫
。

在
“

龙

骑
”

军额下有小字注
: “

淳化三年
,

选本军年多者为

带甲剩员
” ; 日 ] 4P 589

“

龙卫
”

军额下有小字注
: “

淳化三

年
,

选剩员勘披甲者为带甲剩员
” 。 日] 4P 590 这比高承记

载的大中祥符五年 ( 1 1 12 年 )早二十一年
。

有些军

额前带
“

拣中
”

字样的
,

也是带甲剩员
,

如
“

拣中雄

勇
”

下有小字注
: “

开宝中立
,

以常宁雄勇
、

效顺等军

剩员中选其强者立为拣中
” , 日4P] 595 拣中雄勇的组成是

原来剩员中的强壮之人
,

这些军士也应该叫做带甲

剩员
,

拣中雄勇立于开宝年间
,

比宋太宗的淳化三

年至少要早十七年
。

宋真宗时
,

有带甲剩员军额的

还有晓捷 (晓捷军额下小字注
:
咸平五年

,

以其年多

者为带甲剩员 )
日4P] 591

、

广锐 (广锐军额下小字注
:
太中

祥符五年
,

以其退兵为带甲剩员 )
日 ]4P 591

、

神锐 (神锐

军额下小字注
:
太中祥符五年

,

以本军及神虎兵年

多者为带甲剩员 )
日 ] 4P 597 等

。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其

一
,

带甲剩员主要来 自禁军
,

并且以上 四军为主 ;其

二
,

带甲剩员在宋太祖朝创制
、

在宋太宗朝发展
、

宋

真宗朝形成规模和制度 ;在宋仁宗
、

宋英宗两朝继

续推行 ;到宋神宗朝开始逐步废并
,

《宋史》卷一八

八《兵二》具体记载了这一变化情况
。

如晓捷
、

晓武

废带甲剩员在熙宁元年 ( 10 68 年 )
,

龙卫废带甲剩员

在元丰六年 ( 10 83 年 )
,

云骑废带甲剩员在元丰二年

( 10 7 9年 )
,

武骑军的带甲剩员在熙丰年间虽有废有

并
,

最后也是被完全废除
。

此后
,

有带甲剩员名号

的军队就逐渐被取缔
,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宋神宗改

革剩员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

带甲剩员是仍然有战斗能力的军人
,

所以与其

它的看仓草场
、

看船的剩员不同
。

三
、

剩员与小分

普通禁军降退为剩员或小分
。

关于剩员与小

分的关系
,

有两种观点
。

一是王曾瑜先生认为小分

和剩员不同
「lln 23 6一

237
。

北宋的张方平也持这种观点
,

他在《乐全集》卷十八《对诏策》中说
“

向因夏戎阻命

… …始籍民兵
,

俄默默以补军籍
,

升诸州厢军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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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旅
,

增虚名以受实弊
,

至于陕西
、

河北
、

京东
、

京西

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挥
,

武卫七十四指挥
,

宣毅

一百六十 四指挥
。

… …更于江
、

湖
、

淮
、

浙
、

福建等

路又增添宣毅一百二十 四指挥
。

凡内外增置禁军

约四十二万余人
,

通三朝旧兵
,

且八九十万人
。

其

乡军义勇
、

州郡厢军
、

诸军小分
、

半分
、

剩员等
,

不在

此数
。

军人 日多
,

农民 日少
” 。

饰 22 2一 223 此处张方平把
“

小分
” 、 “

半分
” 、

与
“

剩员
”

并列
,

可认为小分与剩员

存在区别
,

且小分与半分可能也不同
。

再如 《续资

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七
,

元丰二年 ( 1079 年 )八月丁

未诏
: “

昨遣殿前
、

步军司虎翼十指挥赴顺州及机榔

县太平寨戌守
,

比已归营
,

皆瘴病死亡之余
,

可并升

补神勇指挥
,

仍免两季简选
,

内已减为剩员者
,

与免

减为小分
” 。 「37F] 282 这里已经减为剩员 的不要再减为

小分
,

可见剩员与小分的不同
。

二是李蠢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认为剩员属

于小分
,

是小分的一类
。

皇佑元年 ( 10 49 年 )有一次

著名的对陕西保捷军的降退
,

这次降退的结果是
,

按照凡年龄在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听任归农
,

其中八万多保捷军士至少有三万五千余人欢呼返

家
,

有五万多留了下来
。

在留下的五万多人中
,

包

括一些无家可归的军士
,

他们被降退为小分
。

李蠢

在这条记载下面的小字中具体交代了史料的来源
,

他通过几种史料的对比
,

认为司马光的《谏水记闻》
记载的比较可靠

,

所以全部采用《谏水记 闻》的说
法

。

但他仍然有疑问
: “

皇佑元年拣河北
、

河东
、

陕

西
、

京东西禁厢诸军
,

退其罢瘾
,

为半分
,

甚者给粮

遣还乡里
,

系化外若以罪隶军或尝有战功者
,

悉以

剩员处之
。

《记闻 》惟不载剩员
,

然减衣粮之半即剩

员
,

居其间矣
” 。 「34P] 02 3一40 24

司马光在此只提到小分
,

而

没提到剩员
。

李蠢认为司马光在这里提到的那些
“

减衣粮之半
”

的小分就是剩员
,

认为剩员 已经包含

在小分之中
,

是小分的一类
。

可见
,

小分与剩员有相同之处
,

也有不同之

处
。

下面先看小分与剩员的相同之处
。

首先
,

小分

与剩员都只能领取原来衣粮的一半
。

剩员有制度

规定
, “

裁其功力之半为剩员
” 日3P] 855

。

其次
,

小分和剩

员一般都能任役
,

这是他们比较重要的共同点
。

正

因为他们一般都能任役
,

所以在特殊情况下
,

某些

小分可以并为大分
,

某些剩员可以拣为带甲剩员也

就不足为奇了
。

再次
,

北宋政府对军队有定期拣选

之制
,

剩员 的降退也是在定期拣选时进行
,

小分的

降退不见有这方面的记载
,

应该较为灵活
。

但对诸

班直和上四军请假满一百天
,

一律配为剩员的规定

也适用于普通禁军降退为小分
。

如元佑元年 ( 1 086

年 )三月辛巳
,

范纯仁言
: “

臣窃见近 日久无雨泽
,

圣

心焦劳
,

深究军民利病
,

特罢厢兵远役劳费之苦
,

足

以感动天心
,

消弥灾旱
。

尚有禁军常 日教阅 弓弩
,

斗力太重
,

比之祖宗旧法
,

驱率甚严
。

虽朝廷曾降

指挥宽减
,

缘为将官人员各有赏罚
,

是致将官等惟

顾已身利害
,

不暇体恤众人
。

其有招拣新到及老旧

之人
,

或疾病初技
,

或筋力稍亏
,

必不能尽应格法
,

便遭鞭扑驱逼
,

不免告假百 日
,

求为小分
,

不惟枉有

退减兵卒
,

久远亦人情之所难堪
。

伏望特作圣意宣

谕殿前三帅
,

今后诸营教阅
,

并依祖宗故事
,

弓弩石

斗
,

各量人力等第阅 习
,

不须科罚人员
,

及乞指

挥
” 。 「3P] 9670 范纯仁所言

,

已经是将兵法下的禁军了
,

这些禁军大多是普通禁军
,

请假满百 日
,

都可减为

小分
。

另外
,

小分和剩员都是由禁军中的老弱病残

组成
。

不同之处
,

首先是某些剩员有领全棒的
。

虽然

制度明确规定剩员 只能领取原来衣粮的一半
,

但领

取全棒的记载却时时在史料中出现
。

这些剩员大

多是因为参加过战斗后
,

身体严重致残
,

不能再披

甲上阵
,

也不能胜任平常役使
,

因对国家有特殊贡

献而领取全棒
,

可能也带有奖赏的性质
。

如咸平五

年 ( 1 002 年 )五月乙 巳
, “

环庆路部署言
: `

军士涉雪

讨蕃部
,

苦寒
,

有支体废堕者
,

今遣还京师
。 ’

上念其

久劳
,

不忍遴弃
,

令中使就赐络钱
、

药酒
,

以隶剩员
,

凡三十三人
,

凛给如故
。

自是
,

遂为定例
” 。 「31P]

` 3`

其次

是剩员与小分的来源不同
。

剩员的来源很广泛
,

有诸

班直
、

上四军
、

普通禁军的将校
、

节级及长行
,

他们大

多都是在军中立过军功的将士
。

而小分大多来源于

那些由地方厢兵或乡兵升为禁军的军种
,

所以他们大

多可以遣返归农
。

或昔说
,

小分大多来源于地方就粮

军中
。

如上述皇佑元年 ( 1 049 年 )那次大规模类似裁

军的拣选中
,

由地方厢军升为禁军的保捷军:有三万多

人被降退为小分
。

这也是李蠢怀疑司马光只记载小

分
,

而不记载剩员的原因所在
。

还有一少部分是 日本
、

渤海
、

契丹等外国人被

裁减为剩员
,

他们无家可归
,

不能遣返归农
,

只能降

退为剩员
。

以上几点是小分和剩员 的主要特点
,

相同之处

多
,

不同之处少
,

在某些意义上也可以说二者相同
,

所以以致于当时很多人的著作中也分不清小分和

剩员的区别
。

以上是北宋不同等级禁军被降退为剩员 的大

致情况
。

诸班直因为是特殊的禁军
,

北宋初期曾设

置专门的番号安排诸班直中年龄较大的军士
,

也有

降退为剩员 的情况
。

上四军大多降退为带甲剩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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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禁军降退为剩

员 的制度持续到南宋
,

成为宋代兵制改革的重要环

节
,

对当时政治
、

经济
、

社会也都产生 了广泛 的影

响
。

陈傅良在《止斋集 》卷四十说
: “

肆我列圣
,

浸以

宽大
,

任子及于异姓
,

取士及于特奏
,

养兵及于剩

员
” 。 「8P] 881 他把养兵中的剩员制度与恩荫中的任子

制度
、

科举中的特奏名制度相提并论
。

吕中在《宋

大事讲义 》卷一《序论
·

治体论》中说
: “

至于系属军
、

民
、

士大夫之心者
,

亦未尝无纪纲 以行其仁意也

… …晓勇者升其籍
,

有功者峻其爵
,

老弱者亦处以

剩员
,

每遇一郊
、

降一赦
,

则与之金帛而不吝
,

固所

以结军心也 … … 我祖宗岂不知军
、

民
、

士大夫之心
,

乃吾国家之命脉
,

不可一 日失者
” 「9P] ` 89

他把剩员制度

设置的作用提升到了可以维系国家命脉的高度
。

这些说法可能对剩员制度的作用有点夸大
,

但也有

一定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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