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翻开历史，

这里经历了无数的战乱和灾荒，然而战乱和灾荒与

人口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昌，西汉以前为邛都国，邛都夷住地。《史记·

西 南 夷 列 传 》：“蜀 人 司 马 相 如 亦 言 西 夷 邛 笮 可 置

郡”。西汉元鼎六年（前!!!年）以邛都（西昌之古名）

为中心设置越辒郡。之后，其他民族的人逐渐从内地

迁居此地。唐至德年间蒙诏据越辒郡后，又以“乌白

二蛮”实之。但是，人口的大量迁入是从明初开始的。

明“洪武二十五年（!"#$年）夏四⋯⋯癸丑。建昌

卫指挥月鲁帖木儿叛”。〔!〕“月鲁帖木儿反，会德昌、

会川（会理）、迷易（米易）、柏兴（盐源）、邛都（西昌）

并西番土军万余人，杀官军男妇二百余口。掠屯牛，

烧营屋，劫军粮，率众攻城⋯⋯”。〔$〕此事对明朝廷震

动很大，立即调兵谴将。“太祖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

千余人戍之，命总兵凉国公蓝玉进讨”。〔"〕“四川都指

挥瞿能，率各卫兵至双狼寨，⋯⋯贼众大溃，月鲁叛

逃”。〔%〕

平叛后，蓝玉、瞿能所带一万多将士驻扎西昌屯

田戍边。“事平，友德（傅友德）回京，德兴（傅友德之

子）奉朝命，留建昌办屯垦，遂家焉”。〔&〕“屯其土地，

更取法于赵充国。且分驻散兵，其数逾万，可谓重视

建昌矣”。〔’〕“寄居斯土者，恋邛泸之清奇，羡土壤之

肥沃，往往世其家焉”。〔(〕

史籍记载当时蓝玉的部队中，有许多是安徽人、

江苏人、陕西人、甘肃人。现在发现的碑文、家谱、口

碑材料及方言也证明了这一点。

地处西昌市邛海边的小渔村，因其语音的独特

在西昌形成一个方言岛。据小渔村何正明（若活着，

现年)*多岁，曾任过小学教师）讲：他在解放前曾亲

眼见过何家家谱，家谱上记载何家祖上三兄弟和大

嫂在明洪武年间从苏州府常熟县（今江苏省常熟市）

戍边来西昌小渔村落户。小渔村段姓人也说，他们祖

上也是在洪武年间从福州府来到小渔村落户的。笔

者在小渔村发现一个墓碑，碑文“我境先辈自明到建

落业东乡”清晰可见。“建”即建昌，西昌之古名。“东

乡”即川兴乡，小渔村所在地。小渔村话与安徽的合

肥话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蓝玉所带的京卫部队中安

徽人居多，蓝玉是安徽定远人，副总兵瞿能是安徽合

肥人，都指挥使傅友德是安徽宿县人。常熟话与福州

话分别属吴方言和闽方言，常熟话、福州话与属北方

方言区西南官话的西昌话因交流障碍大而逐渐消

失，而安徽合肥话属北方方言区的下江话，与西昌话

交流障碍不大而保留下来。

另外，在西昌市海南乡核桃村后面山坡上有一

墓碑，碑文是“历代宗友原籍陕西凤翔县人氏⋯⋯洪

武年间指挥官征进小云南（即今建昌）把守青龙隘口

住居椒子坝（即今核桃村）”。这一碑文与史料相符。

说明这次征战的部队中，也有许多官兵来自陕西、甘

肃，其中许多人是回族。

在这支军屯部队中有许多福建人，现家居宁远

桥街的郑锡智先生珍藏的《郑氏家谱》记载了当时来

西昌的情况：“祖本是福建石子县青石桥第十三家名

郑真通”。“迨明洪武二十五年我祖郑真以卫指挥使

使建（即建昌）因家焉，历祖世守荣芳今垂六百年矣”

（《郑氏家谱，荣阳宗枝由闽入建记》影印本）。

现在在西昌农村中有许多地名用“屯”和“营”来

表示。例如：张家屯、吴家屯、戚家屯、大营。沙锅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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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义既可表示“村庄”，“屯”和“营”又都是当

时军队的编制单位。

明末清初，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间，西昌又发生

了两次大的战乱。

一是张献忠的部将刘文秀带领农民起义部队占

领西昌县城。清初“戊子（!"#$年）春，流贼张献忠部

将刘文秀扰建昌时⋯⋯贼据城数月⋯⋯闻献贼兵

败，遂引去”。〔$〕西昌考古工作者发现印有“大顺”年

号的砖石，证明了这一史料的可靠性。张献忠死后，

刘文秀又联明抗清，被明永历帝封为蜀王。

二是吴三桂反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为清兵先

驱，镇压了四川等地的农民起义军，杀明永历帝，奉

清政府令，镇守云南。后于康熙十二年（!"%&年）举兵

反清，自称周王，波及半个中国。清兵从三路进军云

南，“仍三道入云南”。〔’〕其中“赵良栋师自夹江克雅

州，复建昌，渡金沙江，次武定”。〔!(〕

从刘文秀!"#$年占领西昌到!"$!年清军途经西

昌南下云南平定吴三桂叛乱，西昌人民经历了三十

三年的战乱，这两次战乱给西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

灾难。“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百姓逃

亡，所存唯兵”。〔!)〕为了发展边疆地区的生产，清政府

采取各种措施：一是沿用明朝的军屯制度，留居清兵

屯田戍边。据西昌市政协张运鹏先生讲，他的先辈是

在康熙年间随征吴三桂部队来到西昌的；二是鼓励

外地人迁入开发边疆，发展生产。这是又一次大移

民，这次移民，湖广人居多，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湖

广填四川”。广东迁来西昌的移民较多，比如西昌市

西郊乡张家屯村三组温姓的，他们的先辈在康熙年

间从广东来到西昌，在亲属称谓上至今还保留词头

加“阿”的称呼。比如：称父亲为“阿爸”，母亲为“阿

妈”，称祖父为“阿公”，祖母为“阿婆”，称伯父为“阿

牙”等。

清咸丰六年（!$*"年），云南发生了杜文秀农民

起义。杜文秀在蒙化（今巍山）联合汉、彝、白、回等各

族人民起义，攻占大理，建立政权，称总统兵马大元

帅，宣布响应太平天国的号召，占领云南*&县，曾几

度进攻昆明，!$%)年大理被清军攻占，起义失败后，

许多人逃到西昌。据居住在城西的扬光伟先生（若还

活着，现年有八十多岁）讲，他的先辈就是当年从云

南来西昌避难的。

在清朝同治三年（!$"#年）冬，太平天国将领石

达开途经西昌，沿安宁河上行，并在西昌市樟木箐驻

扎数月。北上时“为土官五千户阻於紫打地，兼之山

洪暴发，饥疲不能行，达开⋯⋯遂为官兵所擒”。〔!&〕所

部数万人在西昌一带被打散，其中一部分人散居西

昌各地。

除上述几次大的人口迁徙外，还有许多是因其

它原因迁居西昌的。比如居住在西昌市黄联乡的客

家人是在乾隆二十三年（!%*$年）从广东省惠州府龙

川县老虎石狮子口迁来黄联的。“城公自江西省南丰

府，转迁移赣州府瑞金县葛藤都立业。以后迁梅州

⋯⋯龙川⋯⋯。于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八日起身，迁

移四川宁远府西昌县黄连坡（即黄联乡）大中坝立

业”。〔!#〕

各地来西昌定居的人，大都建立了自己的会馆。

比如：

大水井街，北圣宫，陕西会馆。

大水井街北，滇南会馆。

较场霸北，南华宫，广东会馆。

西街，天上宫，福建会馆。

西街惠珉宫，四川会馆。

樟木箐乡，江西会馆。

樟木箐乡，黑神庙，黔人会馆。“黔”训黑，故曰黑神。

城外西南隅，禹王宫，籍湘之民六月六日致祭。

“计祠庙寺观凡四百二十有二，皆乡先辈之来自

江南北粤东西山左右者之团聚精神所表现也”。（《西

昌县志·祠祀志》）

笔者在实地采访中，许多人都能说出自己的先

辈在何地，大多与史料相符。据说西昌有十三家“土

著人”，人们称之为：“十三宝”，或叫“宝十三”。他们

现在都是汉族，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在西昌人口的来源中，云南

人最多，这与西昌的地理位置有关，据西昌考古工作

者提供的材料，在西昌北山出土的墓葬中，有百分之

八十反映出云南的风俗。其次是贵州人、陕西人、安

徽人、湖北人、湖南人，华北一带的人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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