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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振（1985 ～），男，山東泰安人。2003 年到 2011 年，求學於山東師範大學，獲文學學士學

位和中國史碩士學位。2012 年到 2016 年，求學於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獲中國史博士

學位。2016 年 7 月，於商洛學院任教，現為商洛學院思想文化研究所講師。目前，承擔陝西省

教育廳課題 1 項，參與河北省和陝西省廳局級以上課題多項，在《蘭州學刊》、《北京檔案》和

《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刊物發表論文 10 餘篇。

提    要

在清王朝的天下觀念中，「蠻」既指王朝版圖以內的西南各少數民族，也包括傳統習慣線

以外的緬甸、越南等藩屬國，故「蠻防」包括內防和邊防兩個層面。清代「蠻防」之邊防則主

要是指中越邊防和中緬邊防。1840 年後，中越、中緬宗藩關係趨向終結，清王朝依託宗藩體制

構建的「以藩為屏」的邊防體系在「蠻疆」徹底瓦解。隨著中越、中緬勘界工作的進行，清政

府不得不面對以強為鄰的地緣安全現實。1885 年前後，清政府依靠雲貴總督岑毓英和廣西提督

蘇元春等封疆大吏在「蠻疆」推進綠營裁整，編練練勇及新軍，購置新式槍械，修整邊防炮臺，

開辦軍事學校，還大力推進邊疆新政，以移民實邊、興辦近代工業、振興商業、舉辦近代教育

和籌建鐵路，將「蠻疆」開發推進到一個新高度。「蠻防」安全應當構建在蠻防建設、蠻疆控制

和「蠻疆」開發良性互動的基礎之上。1840 年後，清政府在「改土歸流」中構建的蠻防安全機

制在內憂外困的國家頹勢及由此帶來的地緣安全危機中出現問題後，又在 1885 年後的蠻防建設、

蠻疆新政和蠻疆開發中在近代化的軌道上進入到一個艱難的重建和調適過程中，對「蠻防」安

全和「蠻疆」穩定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