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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伯温的奏疏呈上来时，明朝皇帝朱元
璋并未耽搁，立刻展开批阅，因为刘伯温是他
的得力助手，也是他最信任的人。
刘基，字伯温，生于元末乱世时期，建功于
明初，是明初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谋
略家。刘伯温被誉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
言）伟人而传于后世。
几百年来，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三分天
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说法。刘伯温在
朱元璋统一天下的道路上，运筹帷幄，慧眼独
具，就连张士诚和陈友谅的性格都把握到位，
力排众议，建议朱元璋定下了“先西（陈友谅）后
东（张士诚）”的征讨之计。
当朱元璋站在最高统治的地位上时，刘伯
温又呈上奏疏，其中一条就是设立卫所的建
议，因为明朝建立后，西北边防仍然很紧。刘伯
温参照唐代府兵制度，提议建立卫所兵制，即
军籍世袭，兵农结合。此举在明初百废待兴、生
产衰敝之时，兵源、粮饷得到了可靠的保证。因
此，朱元璋才可以大胆地保证：“吾养兵百万，不
费百姓一粒米。”
就这样，这一兵制，成为终明一朝最主要
的军事制度，尤其对抗击倭寇侵扰上，起到重
要的防卫作用。
此时，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国内局
势混乱，得不到土地的武士靠当海盗为生，于
是，自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七年，倭寇7次
大规模侵扰山东沿海，根据清同治版《即墨县
志》记载，当时的莱阳、即墨、胶州、诸城受灾尤
其严重。
于是，卫所防御体系在山东半岛建立起来。
山东的卫所主要集中在沿海,有20余处。在边关、
沿海和重要军事基地，大者叫卫，小者为所，如
灵山卫、浮山所等。一般以5600人为1卫,设指挥
使等官；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以1120人为1个千
户所，设千户等官；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以112
人为1个百户所，设百户等官；每百户辖两总旗,
各50人，总旗下辖10小旗，每小旗10人。
“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魏国公徐
辉祖，檄指挥佥事廉高，筑砖城以备倭”，清同治
版《即墨县志》记载。不过据刘典鳌在《即墨鳌山
卫建置时间为洪武三十一年》一文中考证，鳌
山卫的建置比一般的记载时间晚了10年。
作为军事机构，鳌山卫直属山东都指挥使
司，卫的最高长官是指挥使，官秩正三品。鳌山
卫的建制相当地完善，设指挥使（长官）3人、指
挥同治（副长官）5人、指挥佥事（分领各部的长
官）8人、经历（掌管行政文书的官员）1人、儒学
教授（掌管教育科举的官员）1人，镇抚司镇抚
（掌管司法刑狱的官员）2人，千户6人，百户15
人，都是世袭制。同时，鳌山卫设边操军324人
（26座墩堡），京操军289人，守城军208人，屯田
军287人，共拥有18个军屯，屯田140余顷。

▲北门，门额为北平（清乾隆、同治版《即
墨县志》记载为“维山”），门洞宽约5米，高约
5米，深 10米有余，是四门中门洞最深的一
个。城门楼上建有真武庙一座，城门内西边有
个水塘，称为“门脸湾”。北门里向南不到 30
米处，是清光绪年间武进士陈希瑞的住宅，名
曰“进士第”。▲

东门，门额为“东安”（记载为“镇海”），
门洞宽约4米，高约5米，深约6米。城门楼上
建有魁星阁一座。东门东北方约15米处有一
座石桥，称月牙桥，经月牙桥向东 15米有菊
花山，每到秋季，菊花盛开，形成鳌山卫的四
大景点之一。

卫城戍边，倭寇丧胆
——— 鳌山卫古城的缘起和风貌

□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图/摘
自《鳌山卫古城》

鳌山卫的名字，相信市民们都不陌
生，取名“独占鳌头”，只为抗击倭寇。
鳌山卫驻地历来被视为风水宝地：

东南濒临大海，海阔水深，战船可乘风破
浪；西南环依群山，鹤山势若盘龙，天柱
山高插云天，形成天然屏障；北部连接群
岭，逶迤起伏，不远处便是温泉胜地。从明
洪武二十一年到雍正十二年撤卫之后200
多年间，鳌山卫凭借昔日军事扼守重地，
践行着保卫海疆的职责。半岛记者走进鳌
山卫，采访文史专家，还原这座军事古城
的结构、组成，讲述动人的传说故事。

第一回

卫所林立抗倭寇
不费百姓一粒米

▲西门，是四门中唯一带有“瓮城”的，
门额为“西泰”（记载为“迎恩”，《鳌山卫古
城》主编、文史专家黄济显先生告诉半岛记
者，外来官员一般从这个门进，是指官员对
朝廷的感恩之情）。里门洞宽约4米，高约5
米，深约 5米。城门楼上建有二郎庙一座，
顶部垒有女墙和射箭口。西门西200米处，
是操练的教场和处决犯人的杀场，因此，鳌
山卫城里人结婚，坐轿时不能从西门出，可
以从西门入。▲

南门，门额为“南清”（记载为“安
远”，1935年后改为“定武”），门洞宽约 4
米，高5米，深6米，城门楼上建有财神庙一
座，门外护城河上设有吊桥。南门东 90米
处的城墙上有炮台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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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山卫古城鸟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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