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明以来彝族土司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南

诏大理国时期就是部落首领或贵族，封建王朝更迭

时主动投诚或归附，被朝廷授以土司世职，如武定

凤氏土司；而另一种则是祖先并不显赫，被朝廷调

遣参与平叛立有军功而被授以土司或土官之世职，

武定环州李氏土司就是这样的典型。

关于环州李氏土司的先祖，目前多数学者认为

来自四川安宁河流域的安氏土司。根据成书于光

绪二十一年（1896年），环州十五世土舍（土司）李自

孔之手的土司家传藏书《环州土司清功册》的记载：

“一世祖安纳，于嘉靖四十年由建昌道宣慰司受爵，

奉调入滇，随征武定凤继祖着有大功，授环州土舍，

准其孙世袭顶替，颁发扎符即信，只领任事，管理地

方，约束夷（彝）众，谨慎小心，以供罔职已任故。”又

据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九十九载：“武定州环州

甸土舍，一世安纳，前明万历四十八年，从征武定凤

朝文，以功授环州甸土巡捕世职。”同时，武定万松

上的三世祖李小黑的墓志上说：“祖安纳，自明嘉靖

间调征武定凤氏，功授总管……”这是能够见到的

环州彝族李氏土司何时迁入武定以及迁入武定的

原因材料之一。但是，各个材料之间记载的迁入年

代出入较大，迁入原因大体相符，但具体事件又有

差异。关于迁入的时间：根据《环州土司清功册》的

记载，环州彝族土司迁入武定的事件是在明万历四

十八年（1619年），而《新篆云南通志·土司考》上则

说是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两个材料的年

代相差54年。而且前两个材料都说是“随征风朝

文”，时间更是往前推了39年，即应该是在明嘉靖五

年（1527年）。这样，两个材料的迁入时间相差了近

一个世纪。而环州李氏土司三世祖李小黑的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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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上说是明嘉靖年间，现环州村人王凤程所写的

《我所知道的武定环州土司》一文说“一世安纳，

1565年由建昌道宣慰世爵奉调入滇，随征武定凤继

祖着有大功，授环州甸土舍世职，准其子孙世袭顶

替，发礼符印信，只领任事，管理地方，约束彝民。”

这里明确说环州李氏土举家迁入时间当为嘉靖四

十四年（1565年）[1]119。据此，朱宪荣在《罗婺历史与

文化》一书中认为：“安纳为环州第一代第一位土

司，因军务于1565年由今天的四川省西昌举家率军

迁入，被授予土舍（未入流）的官职，其祖是四川凉

山有名的溪龙安氏土司的后代”[2]54。为此还做了详

细的推论，“明嘉靖五年（1526年），武定凤朝文叛

逆，建昌道（今天的西昌）宣慰司调安宁河畔的溪龙

安氏土官参加镇压有功。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

凤继祖又反叛，安氏土司再度被抽调入滇，并立有

大功。此时，明王朝感到要彻底消灭凤氏土官的余

势，就得将其辖区分割掉，并重新培植忠于朝廷的

新兴地方贵族势力。《明史·列传》卷二百二《云南土

司》载：‘嘉靖七年，土舍凤朝文作乱。杀同知以下

官吏，劫州印，举兵与寻甸贼安铨合犯云南府’造成

‘滇中大扰’，朝廷在极力镇压的同时，发动其余土

官和官兵联合讨伐，并许诺‘凡有功者，俱许承袭’，

当时云南巡抚周懋相在给朝廷的《议兵食疏》上也

说：‘宜于环州、虚仁等处设守备一员，兵五百名防

守，外与会城守备联络提防，内与郡城官兵鼎足屹

峙。’这样，环州土司就于1565年由西昌举家迁入滇

北，并长期控制一方天地，从而达到扼杀凤氏土官

余势的目的。”[2]52之后，张方玉在《寻觅千年罗婺》进

一步论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统治武定地

区的罗婺酋凤继祖作乱，远在金沙江北大凉山地区

建昌道（今西昌）的黑彝首领曲布（汉名：安讷）奉命

率部参加征讨，设计用水淹州城，一举灭了凤氏叛

军而立了大功，并顺路灭了属于罗婺部的沙、麻两

个部落，因功‘授总管，守大小环洲’，封为‘环洲甸

土舍’世袭土司。”并明确指出“曲布土司属曲涅家

支，是四祖慕雅卧的‘恒’氏族”[3]116。李成生、杨继渊

等也说，环州土司李小黑是建昌道土官宣慰司安氏

的后裔[4]116，他的家族之所以能从四川迁至环州世袭

土官，皆因祖父安纳在明嘉靖间调征武定凤氏，功

授“总管”，才得以镇守“大小环州”，在环州世袭了

16代土官。

上述说法虽有李小黑墓志等记载作为依据，但

也值得研究。笔者查阅了四川安宁河流域安氏土

司的有关资料，没有见到环州李氏土司先祖奉遣从

建昌（今西昌）到武定征讨凤氏的记载。据有关资

料记载，在整个西南地区，建昌安氏土司的实力和

地位，超越于所有土司，所以说：“西南土官，安氏殆

为称首”[5]卷199。据史料记载，安氏土司先祖在元代曾

担任过统治凉山的罗罗斯宣慰司土官。吴恒先生

抄录的安世荣墓志铭上说：“一世祖普卜公于云南

行省平章帖木耳行辕投诚。……特授建昌世袭镇

国上将军宣慰司宣慰使”。明初，明朝在镇压了元

朝遗留下来的叛军后，“因改建昌路为建昌卫，置军

民指挥使司。安氏世袭指挥使，不给印，置其居于

城东郭处里许（今西昌市河东街）。所属有四十八

马站，大头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佫鹿、倮罗、鞑

靼、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辖区）北至大渡河，南及

金沙江，东抵乌蒙（今昭通），西迄盐井（盐源），延袤

千里。以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世辖

其众，皆节制于四川行都指挥使司”。这家安氏不

仅和沙马宣抚司的安氏、阿都长官司的安氏以及马

湖土知府安氏属于同一族属，具有共源分支衍生的

关系，而且还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禄肇、水西、

永宁、沾益诸土官中的安氏、禄氏、陇(龙)氏、奢氏等

“境土相连，世戚亲厚”“虽滇、蜀异辖，宗派一源”，

“其后彼绝此继，通为一家”[5]卷 199。洪武五年(1372

年)罗罗斯宣慰安定入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罗罗

斯宣慰使安普卜之孙安配率众归附。1907年法国

人亚陆讷在安宁河与雅砻江合流处米易土司衙门，

发现一颇为重要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的石碑，

碑文中对安氏土司的源流有所涉及，兹摘录有关内

容如下：

予自姓阿，名汪呼，字维德，生于元之至正十

九年十月十五日子时，占籍云南大理人氏。……

土游击刀佩于洪武二年……平定云南获功，奉命

改赐姓陶，名承恩，管理景东世袭知府事。予父与

彼有英逆之交，……子女交婚，共成骨肉。……予

侄阿普卜，……活擒倮王月鲁。……予世袭会川卫

守御司米易所正千户印务。……二弟阿混泥为喇

吗正长官司。……三弟阿混敖为土游击。……侄

阿 普 卜 威 镇 凉 山 ，留 守 建 昌 卫 所 ，世 袭 宣 慰

司。……予弟兄叔侄十二入赴京朝觐，叨受圣恩敕

予更为安姓，赐名伏成。所有弟兄叔侄，一例更为

安姓。各名加御赏金皮敕书一道，约束盐井五所士

舍，并辖吕州、威龙、普济，乌喇、猓果、帕定等处，

控制东夷，操练亲兵，防范各隘，歼殄蛮猓。予弟

兄叔侄遵依分管地方，奏辞圣上，各回部落，抚恤

下民，看守封疆，乐享升平。其各属地方，……乃

系圣恩分驻留守，凡我子孙，苦乐同受，无得以强

欺弱。务体吾祖宗创业之艰难，须念部落之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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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刑薄税，宽以待人，远支近房，勿外同宗。谨守

斯言，诚为我幸。

碑文中的阿普卜当为明初的安普卜，也说明安

姓是在这期间赐姓而来的，赐姓前一些祖先的名前

冠以安姓，可能由后世子孙所追加。武定凤氏在元

代袭职的两位土官分别叫安邦和安慈，其中的安慈

还以功授武德将军，任武定路军民土官总管兼云南

行中书省参政，两代后没有延续安姓，但建昌安氏

与武定凤氏有姻亲关系。安配六世孙安忠无后，妻

凤氏管指挥使事。凤氏死，族人安登继袭，复无子，

妻瞿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这说明一个问题，元

末明初西南彝族的一些土司都被赐汉姓安，他们之

间还有较紧密的关系，所以李小黑墓碑文也只是

说：“公讳小黑，姓李氏，乃建昌道土官宣慰司安氏

之系也。祖安讷，自明嘉靖间（1566年10月）调征武

定凤氏，功授总管，守大，小环州，家世由蜀至滇自

此始也。”并没有肯定其先祖就是来自建昌安氏土

司，环州李氏土司先祖来自安宁河流域安氏土司查

无实据，可能为后世所附会。

李在营在其《元谋民族风俗与文化》中讲到“环

州土司李氏”时说：“环州甸土司李氏，彝族，原四川

省西昌安宁河畔溪龙安氏土司后裔。其先为安

姓。明朝初年，寻甸为军民府，成化年间（1465—

1487年），土知府安祥、安乃屡次变乱，被降为马头，

改设流官。而马头仍世职，传至安铨。嘉靖六年

（1527年），知府马性鲁因征粮而将安铨之妻凤氏赤

裸鞭挞，并系之入狱。凤氏乃武定土知府阿英之后

裔。安铨遂反，捉马性鲁，侵扰寻甸府，嵩明等县俱

陷。七年（1528年）三月，武定土舍凤朝文与之连

兵，于武定反，杀同知袁俸以下官吏13人，劫夺府印

信，合安铨兵2万于省城西北门外，围攻省城，被左

布政使徐瓒讨平之。而安纳为安铨族中唯不从逆

者。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武定土舍凤继祖据武

定又叛，姜驿等地因属其辖，故从凤继祖反。安纳

奉命前来征剿，立战功，授土舍职。管地东北至慕

连乡河五十里，南至高桥七十里，西至元谋县界五

十里，北至四川界碑（姜驿界碑）塘七十里，始设土

司衙门于阿卓（江边乡阿卓村）。万历二十五年

（1597年）奉征顺宁（今凤庆）土知府猛廷瑞之乱，万

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参与征讨郑举、阿克有功，

升为土巡捕。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安纳死，其子

安尔袭职，将衙门由阿卓迁至滔谷吝车大村。”[6]151-152

说环州甸土司李氏是四川省西昌安宁河畔溪龙安

氏土司的后裔无据，但其先祖是云南寻甸人却有一

定的依据，而且安纳袭土司职也讲得很清楚，是因

未参与家族的反叛且立有战功而授职。

据《土官底薄·寻甸军民府知府》载：“安晟曾祖

母沙姑，本府民。……内嫁与前仁德府土官安阳为

正妻。安阳，洪武十六年，赴京朝觐，蒙实授寻甸军

民府知府。回到巴东县病故，母沙琛袭。故。把事

金沙等，保沙姑，系故土官安阳正妻，该袭。二十六

年七月，奉太祖皇帝圣旨：‘准袭。钦此。’故。男弄

革鬼正妻沙仲袭职。正统四年奏，奉圣旨：‘既有委

官并亲族人等保结及保勘，应袭职，准他袭。还行

文书去著三司覆勘，若有虚诈不实，奏来定夺。钦

此’。三司保送伊男安定赴部，为因安辛争袭，奏准

发回保勘。景泰五年，男安晟就彼袭职。故。成化

九年，要保安荣承袭，缘无三司会奏，类行云南保

勘：安晟果否借职？安荣、安宣是否安定、安晟亲

男？前项土官知府，应该何人承袭？行勘明白，定

应袭一人。成化十二年，巡按御史奏称：知府安晟

病故，长【男】安宣被伊叔安倘并安晟妾沙适等谋

杀，本舍并无应袭儿男，止有安倘男安勒，亦系极刑

难以承袭。成化十三年，改流官知府李祥，丁忧。

成化十七年，除知府屈伸，致仕。成化二十一年，除

知府谢绍到任管事。成化二十二年，沙古等来奏

扰，发回土官衙门铃束，不许再来奏扰。题奉圣旨：

‘是，钦此。’”其改流及改流后情形，道光《云南志

钞·土司志下·曲靖府寻甸州》载：“成化十四年，土

知府安晟死，安旸、安迺兄弟争袭（按：《土官底簿》

载的不是此二人，可能是因人名译音不同）’巡抚王

怒与黔国公沐琮请罢寻甸土官，改流官知府，降安

氏为马头。嘉靖六年，寻甸知府马性鲁征差发银，

系马头安铨妻凤氏于狱，簿比裸下体笞之。铨怒，

召众作乱，侵掠嵩明州，由杨林木密攻寻甸，将抢知

府马性鲁抱怨，而性鲁已弃城遁，乃杀指挥王升、唐

功等。时武定凤朝文叛，铨与之合，为芒部土舍禄

庆所杀。”明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武定罗婺部

凤继祖为夺索林府印，杀土总管郑竑叛明，嘉靖四

十五年（1566年），明朝廷调遣云南、四川士兵征讨，

寻甸马头安铨之族人安讷率部渡江参加征讨，采取

用水淹州城之计，一举剿灭了凤氏，立了战功，得授

土舍之职。

以上几种说明，建昌罗罗斯宣慰使安普卜之孙

安配在明初进京朝觐赐安姓时，寻甸军民府安氏早

已是一方土官，历史文献中没有寻甸安氏从安宁河

迁入的记载，安氏作为两地土官几乎是前后出现

的。如乌撒土司在明代第八代土司安伯时，被赐姓

“安”；“（陇）旧卒，伯关袭，改姓安氏。”这是因为元

代设建昌罗罗斯宣慰司后，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已基

杨甫旺：试论云南武定彝族李氏土司的来源与发展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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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成“罗罗”共同体，作为统治者的土官改用汉姓

“安”是不足为奇的，更何况四川凉山与云南寻甸仅

一江之隔，东川等地历史上曾为蜀地。泰昌元年

（1620年），云南抚按沈儆炌等言：“‘蜀之东川，业奉

朝命兼制，然事权全不相关。禄千钟、禄阿伽纵贼

披猖，为患不已。是东川虽隶蜀，而相去甚远，虽不

隶滇，而祸实震邻。宜特敕蜀抚按，凡遇袭替，务合

两省会勘。蜀察其世次，滇亦按无侵犯，方许起送，

亦羁縻绥静之要术也。’诏下所司。时诸土司皆桀

骜难制，乌撒、东川、乌蒙、镇雄诸府地界，复相错于

川、滇、黔、楚之间，统辖既分，事权不一，往往轶出

为诸边害。故封疆大吏纷纷陈情，冀安边隅，而中

枢之臣动诿勘报，弥年经月，卒无成画，以致疆事日

坏。播州初平，永宁又叛，水西煽起，东川、乌蒙、镇

雄皆观望骑墙，心怀疑二。于是安效良以乌撒首附

逆于邦彦，并力攻陆广，复合沾益贼围罗平，陷沾

益，为云南巡抚闵洪学所败。洪学以兵力不继，好

语招之，令擒贼自赎，效良亦佯为恭顺。又见黔师

出陆广，滇师出沾益，水、乌之势已成骑虎，遂合永

宁、水西诸部三十六营，直抵沾益，对垒城下五日。”

可见，凉山、武定、寻甸等地历史上是“桀骜难制”之

地，“祸实震邻”，“事权不一，往往轶出为诸边害”。

所以，环州李氏土司先祖安氏不是来自建昌安宁河

流域的安氏，而是寻甸军民府安氏被“改流”后的

“不从逆者”。

另据清《道光寻甸州志》记载，蜀汉建兴初年

（223年），诸葛亮平定土帅雍闿之后，改益州郡为建

宁郡，寻甸属该郡，立龙佑那为蛮彝长，寻甸为仲札

溢源部落，“僰剌二蛮居之。”南朝梁大宝元年（550

年），“此地为东爨乌蛮新丁部夺僰剌二蛮之地而有

之”，新丁为人名，其四世孙以其祖名为不了名。《蛮

书》卷四说：“东爨乌蛮……在曲靖、靖州、弥鹿、升

麻州（寻甸、嵩明）。”天宝九年(750年),南诏改升麻为

寻甸部，始有寻甸之名。大理国时期，寻甸部改完

仁德部，是滇东北三十七部之一。元朝在云南设行

省，但府、州、县、里等地方行政长官仍由土官、土酋

担任。明洪武四年（1371年），寻甸为土酋安氏占据

（在诸葛亮南征时，有土酋名火济的，从征有功，亮

赐姓“安”，是其先人），安氏为黑罗罗。洪武十五年

（1382年）寻甸设军民府，土酋安阳到京觐见明皇帝

朱元璋后，朝廷授印封为世袭土知府（土司）。明成

化十二年（1476年），土知府安晟去世，其家属争袭

而内仜，明王朝借此取消寻甸土司制，将安氏兄弟

降为马头。明嘉靖六年（1527）安铨事件后，寻甸众

多彝民遭杀戮，大部逃往山区，部分更换服装，在汉

族掩护下留存[7]117。清《道光寻甸州志》载：“黑罗罗

彝为贵族，凡土官、营长皆其类也。”这里要说明几

个问题：一是寻甸土知府的历史与凤氏一样久远，

且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就是乌蛮三十七部之一，元

代均为军民府，明初授封为世袭土司；二是至迟在

元代寻甸土官就已改汉姓安，凤氏祖先元代也有两

代姓安，两家土司历代都有姻亲关系；三是诸葛亮

南征时，赐有功土酋火济姓“安”，是寻甸土司的先

祖，没有汉彝文献记载，不一定可信，但也说明寻甸

土司“安”姓由来已久。有资料记载：济火，彝名妥

阿哲，三国时牂牁郡部落首领。六祖中慕齐齐东移

贵州水西的第五代彝族君长。蜀汉建兴三年（225

年），诸葛亮率军南征，济火与其结盟，献粮通道以

迎师，佐武侯平定南中，表封“罗甸国王”，授“丹书

铁卷”，令其治理慕胯，世长其地[8]。如果济火是

“安”姓的始祖，那么水西、建昌、武定、寻甸的彝族

土官有其共同的渊源关系，环州李氏土司先祖为寻

甸安氏就更加明确了。

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十年武定土知府凤昭奉调

平叛，殁于熠峨阵中。次年，其母瞿氏承袭土官知

府。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瞿氏年老，举凤昭妻

索林代理。索林袭职后，“遂失姑礼，瞿氏大恚，乃

收异姓儿阿伦为继子，名凤继祖，入凤氏宗祠。”嘉

靖四十四年（1565年），凤继祖为夺索林印，杀土总

管郑竑叛乱。嘉靖四十五年十月（1566年10月），明

王朝调遣云南、四川土兵进行征讨，并许诺“凡有功

者，俱许承袭”。李小黑的祖父安讷就是在明嘉靖

年间，被从寻甸调征武定彝族罗婺部凤氏而“功授

总管”，得以镇守大、小环州，在环州世袭了前后十

六代土官。环州李氏土司是被朝廷调征武定凤氏

的“有功者”而被授土司世职。那么，寻甸安氏土司

的后裔又为何后来姓李了呢？李小黑墓志说，“万

历庚申，讨贵州安孝良辈，公奉调而随征焉。是时，

抚军王公谓公姓有疑，遂改公之姓李，而李姓又从

此始也”。原来，李小黑一是为了与同姓“安”的贵

州“叛贼”安孝良彻划清界限，害怕朝廷怀疑才改名

换姓；二是改了姓他就不背同族人打同族人的骂

名。武定彝族民间传说：1620年前后，三世祖安小

黑奉命调征讨贵州威宁土知府安孝良、水西土舍安

那彦反叛，行军途中，明朝抚军首领认为此次前去

征讨安那彦，唯恐安小黑同姓有疑，要安氏姓李。

于是，就以其部下环州士卒之李姓换李，改名为李

小黑。无论是安小黑主动改姓还是被要求改姓，自

此安改李，环州李氏土司登上了西南彝族的历史舞

台。 （下转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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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语写作：发展民族文学的必然选择

对如何体现高校民族预科语文课程设置民族

性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很少涉及民族语写作。

但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由于民族语作为与民族文

化和生活记忆联系最为紧密的语言，不仅在传递民

族精神与情感方面独具优势，也使文学创作更具活

力和创造力；由于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相辅相成的

紧密关系，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与该民族的语言

发展史总是互为表里。所以提倡民族语写作是发

展民族文学的必然选择。

如前所述，在当今世界文化语境中，彝语、彝文

文学以及这二者所承载的彝族文化的传承困境日

益严峻。彝族汉语作家文学逐渐成为民族文学的

主流，即使是作为生活语言，彝语也存在挑战，比如

古代文学曾经繁荣兴盛的贵州等地现在讲彝语的

人越来越少了。只有四川凉山是目前国内彝语传

承较好，并且唯一使用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地区。

即便如此，凉山彝语和彝文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依然

不容乐观。凉山高校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

生主要来自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彝族聚居区，

在中小学接受了彝汉双语教育，熟练掌握彝语，对

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充满热情，并且是族群中文化

水平较高的群体，因此，关于彝语文、彝文文学和彝

文文化的传承情况在他们之中较有代表性。在对

2019级538名凉山高校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

生调查显示：课外写作（包括网络平台）使用彝语文

的不足10%，其余都选择使用汉语文。

彝族学生在民族语言上的创作优势，与高校的

良好环境、教育背景的结合，曾对彝文文学的发展

蓬勃产生过巨大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

南民族大学彝文专业的大学生，通过《凉山文学》

《凉山日报》彝文版，刊发了大量彝文新诗，为彝文

新诗的成长与成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凉山高校

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生对民族语写作

是充满热情的，其中少数学生坚持彝文文学创作，

西昌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学生刊物《文化

苑》中彝文作品的作者主要就是这些学生，只是无

论是热情还是创作目前都是自发的，亟须组织与指

导以促成其成长壮大，充分发挥传承民族语言、文

学与文化的力量。

上文仅是对实现语文课程民族性的初步思

考。目前凉山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教育

不仅处在四川高校民族预科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处

在国家发展的新时代，语文课程设置如何服务于培

养理想信念坚定、基础知识扎实、民族文化自信的

合格预科学生的教育目的，如何实现传承发展多民

族文学及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最终让多民族文学

和祖国文学一起涌入世界文学的大河，实现文学和

文化的现代化，是时代提出的大课题。

注释：

① 本段关于克智的介绍主要参考阿牛木支、吉则利布《论彝族克智的演述程式及传承保护》，《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3年第3期，5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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