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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彝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ꎬ彝族土司也是中国土司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加强对彝

族土司的研究ꎬ有助于深化西南民族史学科的纵深发展ꎮ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彝族土司研究产出了一批新的成果ꎬ在研究领域和研

究视角、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ꎬ但在通史性著作、研究资料的拓展以及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仍有较

大的拓展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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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土司主要分布于贵州省西北部、云南省东

北部、四川省大小凉山等地区ꎬ并在中国土司制度

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ꎮ ２００９ 年时值新中国

成立 ６０ 周年之际ꎬ学界对彝族史、土司制度等做了

阶段性总结[１]ꎮ 之后的十余年间ꎬ彝族土司研究又

产出了一批新的成果ꎬ本文在回顾彝族土司制度建

立、发展以及消亡的基础上ꎬ梳理了近十年来学界

对彝族土司的研究成果ꎬ分析其呈现出的新特点ꎬ
进而展望未来研究趋势ꎮ

一、彝族土司发展历程研究

龚荫[２] 认为中国土司制度滥觞于秦、汉ꎬ萌芽

于三国ꎬ肇始于东晋、南北朝ꎬ形成于唐、宋ꎬ在元、

明、清时期经历了诞生、发展与完善和衰落三个阶

段ꎬ直至 １９５２ 年民主改革时期ꎬ土司制度才完全消

失ꎮ 杨甫旺[３]通过相关文献梳理ꎬ认为云南彝族土

司制度基本上与其他地区保持了一致ꎬ即大致是滥

觞于秦、汉ꎬ萌芽于三国ꎬ肇始于魏晋南北朝ꎬ唐代

全面推行“羁縻”政策ꎬ宣告了土司制度基本成形ꎬ
经历了宋代对西南边疆更加谦和的民族政策ꎬ到元

代正式实行土司制度ꎬ其间共有 ８００ 年左右的历史ꎮ
李平凡[４]分析了元代彝族土司制度产生和确

立的背景ꎬ以及其对维护元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ꎬ
扩大其对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ꎮ 杨

甫旺[５]认为明中期以后ꎬ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ꎬ彝族土司制度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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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展成为“土流兼治”ꎮ 西南彝族地区各府、州、
县ꎬ几乎都是土流并设ꎬ而主要又是以流为主ꎬ以土

辅流ꎮ 随着土司制度的发展ꎬ一些土司利用手中掌

握的政治经济特权扩充实力ꎬ在内部则互相兼并ꎬ
又逐渐形成新的割据势力ꎬ因此“改土归流”势在必

行ꎮ 阿堵子尔[６]认为明朝廷在彝区遍设大小土司ꎬ
目的是笼络和利用彝族土司进行统治ꎬ以巩固“化
外”的政治基础ꎮ 同时ꎬ在彝区周围交通要道设置

卫所ꎬ对土司实行军事监控ꎮ 明朝中期以后ꎬ随着

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ꎬ
逐步开始了“改土归流”ꎮ 胡超[７] 通过史料分析ꎬ认
为明太祖在对乌蒙山区和水西的彝族土司的治理

办法ꎬ经历了从“留兵守御”到“未可遽守”再到“待
以岁月ꎬ然后图也”的治策转变ꎮ 究其原因ꎬ主要是

乌蒙山区在明廷对云南的战争中所起的“通道”作

用ꎬ这种政策的转变有利于彝族地区获得可持续开

发ꎬ并逐步与内地融为一体ꎮ
清代彝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ꎮ 在治理政策上清政府继续沿用了元、明以来

的土司制度ꎬ并且加快了改土归流的进程ꎬ对彝族

地区社会经济及文化变迁带来较大影响ꎮ 岳瑞

芝[８]认为清代中央政府在彝区实施的改土归流ꎬ激
化了中央王朝同彝族上层的矛盾ꎬ彝族地区陷入了

长期的社会动荡之中ꎬ使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

中ꎬ苦不堪言ꎮ 清朝后期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

盾日益激化ꎬ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更加尖

锐ꎮ 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ꎬ彝族人

民和其他民族团结一致ꎬ表现出伟大的革命精神和

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ꎮ
近代以来ꎬ为维护社会秩序ꎬ在凉山采用了较

为特殊的管理方式ꎬ张晓蓓[９] 结合奏折御批、凉山

碑刻、清代凉山历史档案以及民间口述史料梳理了

近代彝族土司在彝区治理权的变化ꎮ 作者认为ꎬ近
代土司权力的明显变化ꎬ显示出其治理地域与治理

职能的变化ꎬ治理权的变化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变

化而来的ꎬ特别是国家主权部分丧失后ꎬ土职增加

导致治理权缩小ꎬ实际上是对原土司权利的分割ꎬ
认可将其权力让与黑彝贵族ꎬ地方军阀与各方势力

交错影响彝族土司权力的实施ꎮ

二、彝族土司专题研究

１.土司政治制度研究

则溪制度是毕节地区彝族历史文化在政治和

法律方面独特性的集中体现ꎮ 王军[１０] 对则溪制度

的职能ꎬ组织架构分布以及它与九扯九纵和家支制

度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ꎮ 李如海[１１]通过对«大
定府志»的梳理ꎬ认为水西土司在管辖范围划分为

十三则溪ꎬ并根据每一则溪中具体情况择地驻兵、
征收钱粮ꎬ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毕节市、六盘水市水

城县部分地区及六枝特区西部ꎮ 因而根据其职能

的演变ꎬ可以看出“则溪”语义是由“仓库” 扩展为

一种行政区域的称谓ꎮ
土目作为彝族地区的基层组织ꎬ对研究彝族社

会的继承制度及其产生具有重大的意义ꎬ李平凡[１２]

详细地介绍了乌撒土目的产生及其组成ꎬ乌撒土目

势力的流变ꎮ 指出土目与黔西北水西、乌撒地区的

则溪制度和黔西南地区的营长制度一样ꎬ都是彝族

宗法制度的典型表现ꎮ 彝语称“土目”为“俄”ꎬ意即

“庶出之官”ꎬ原本没有“土”的含义ꎬ是土司制度下

与“土司”同时出现的汉称ꎬ民间习称“官家”ꎮ 乌撒

土目组织在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后逐渐衰落ꎬ清末

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ꎮ
营长制度是明代土司制度在普安州(今六盘水

到黔西南一带)具体形式ꎬ成为朝廷认可官职始于

明初ꎬ并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ꎮ 李如海[１１] 论述了营

长制的特点ꎬ认为营长制是地域关系与血缘关系结

合ꎬ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结合ꎮ
２.改土归流研究

从明中期以后开始的改土归流ꎬ对西南彝族地

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ꎬ因此改土归流成为

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ꎮ 郑伟林[１３] 对近年来学界

有关改土归流的一些观点做了归纳ꎬ杨晓雯[１４] 论述

了在改土归流的背景下ꎬ他留人群体是如何完成传

说和话语的构建ꎮ 顾霞[１５] 认为明代中央王朝利用

滇东北彝族土司朝贡之机与之交往ꎬ一方面ꎬ中央

王朝给予土司丰厚的物质回赐以拉拢关系ꎻ另一方

面ꎬ中央王朝与滇东北彝族土司为争夺统治权力不

断进行势力的博弈ꎬ而滇东北彝族土司势力坐大ꎬ
挑衅中央王朝ꎬ其叛乱最终以武力解决ꎬ进而被改

土归流ꎮ 李如海[１１]论述了改土归流后ꎬ今六盘水市

境内交通、教育、农业和手工业等领域新的发展ꎮ
但由于当时境内有许多边远地区ꎬ流官的行政权力

难以覆盖ꎬ改土归流不彻底ꎬ朝廷仍沿用当地“头
人”“寨老”等作为流官助手ꎬ为其巩固统治ꎮ 上述

学者的研究ꎬ为我们深入研究清代改土归流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ꎮ
３.经济制度研究

郑宜君[１６]一文详细地介绍了毕节彝族土司时

期的领主制经济ꎮ 这种领主制经济的基础是封建

主大土地占有制ꎬ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土地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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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所有ꎻ二是土地占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结合ꎮ 并

指出水西地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ꎬ主要是因

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ꎮ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ꎬ这种封建大土地等级所有制必然瓦解ꎬ封建

领主制经济必然被更为先进的地主制经济所取代ꎮ
４.彝族土司婚姻研究

沈乾芳系列论文[１７]认为ꎬ明清以来儒学的广泛

传播ꎬ导致彝族地区伦理观念等有了不同程度的改

变ꎬ兼之明代以后彝族人口的减少与汉族的迁入ꎬ
风俗习惯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在这种背景下ꎬ彝
族上层的婚姻形式也产生了诸如彝族内部跨等级

之间的通婚、族际之间的联姻、妇女节烈群不断涌

现等新的特点ꎮ 这种婚姻形式的变革一定程度上

危及西南地区的稳定ꎬ牵制了明清王朝在西南地区

的改流ꎬ极大地影响云南通往内地的交通ꎬ联姻范

围扩大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社会

进步ꎮ
５.彝族教育研究

土司时期彝族教育形式多样ꎬ教育使彝汉文化

的交流加强ꎬ促进了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ꎮ 张蕾[１８]钩沉了彝族自原始社会至清末的教

育思想ꎬ熊艳[１９]将毕节地区的彝族教育分为传统教

育和非传统教育ꎮ 在此基础上将传统教育又分为

口碑教育、家庭教育、毕摩教育、家支教育ꎮ 非传统

教育即汉文化教育ꎬ肯定了彝族土司时期教育在促

进彝汉文化的交流、促进彝族地区的发展中所起到

的作用ꎮ 文章也指出彝族土司时期的教育存在内

容上含有迷信成分、受教育者范围狭窄、发展迟缓

等问题ꎬ但它在保留彝族古老的历史文化习俗中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不能因此抹杀它的地位ꎮ
６.彝族建筑研究

建筑被称为凝固的艺术ꎬ彝族建筑记录着彝族

的历史发展轨迹与脉络ꎬ对于研究彝族土司时期的

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彝族土司建筑的虎文

化» [２０]中指出ꎬ彝族建筑中的虎文化现象通过现存

的彝族土司时期的建筑大量体现出来ꎬ在彝族社会

中ꎬ虎被当作一种敬畏的对象ꎬ并经历了极其漫长

的过程ꎮ 这一图案在汉族建筑中表示如意吉祥ꎬ是
地位和身份的象征ꎬ同一图案在不同民族中具有不

同的含义ꎮ 刘国旭[２１] 指出黔西北彝族艺术表现形

式丰富ꎬ而它的繁荣与土司文化有密切的联系ꎮ

三、彝族土司个案研究①

１.云南武定那氏土司

云南武定慕连彝族那氏土司是宋代罗婺部酋

长、元明时期凤氏的后裔ꎮ 元明时为凤氏ꎬ势力强

大ꎬ明隆庆元年(１５６７ 年)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

后ꎬ凤氏土司势力遭受沉重打击ꎮ 杨甫旺«云南彝

族土司史研究» [２２] 一书中结合文献中对凤、那氏土

司的记载ꎬ对其发展的历史沿革、统治区域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ꎮ 祁建华[２３] 从交通等因素分析了土司

兴起的历史背景ꎬ秦斌[２４] 也对武定凤氏土司由来、
起源、兴盛以及改土归流带来的影响做了较为详细

的梳理ꎮ 杨甫旺[２５]以武定土司为例ꎬ认为土司承袭

制度中由妻或婿承袭ꎬ母系制度的痕迹较浓ꎬ但也

日益表现出汉化的宗族关系ꎮ
由于清代中央王朝势力难以对该地实行有效

的统治ꎬ那氏土司的设立就是其巩固统治的措施之

一ꎮ 中央政府在承袭、奖惩、司法、统治疆域等四个

方面对武定土司进行法律控制ꎬ在促进民族融合以

及司法调解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２６]ꎮ 此外ꎬ统治者

自顺治年间即将“圣谕六条”及宣讲内容写入“乡规

全书”ꎬ作为武定地方最高行为准则和治理规范ꎬ通
过“圣谕宣讲”的形式宣扬统治思想ꎬ使国家法律深

入人心ꎮ 同时加入了神权法的思想ꎬ 增强圣谕的威

慑力ꎬ促进了中央法律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推

行ꎬ 为“改土归流”的成功起到了关键而重要的推动

作用[２７]ꎮ
２.云南蒙化左氏土司

阿致娇[２８] 依据«蒙化左氏家谱» «蒙化左土官

宦谱»等资料ꎬ对左氏土司进行系统研究ꎮ 作者多

次强调蒙化左氏土官的特殊地位ꎬ即云南唯一没有

改土归流而实行土流合治的土知府ꎮ 梁亚群[２９] 认

为蒙化地方“土流并治”具有不同的管辖区域和职

权ꎬ并对里甲制度的实施与管理做了分析ꎮ
张晗[３０]以左氏土司的“武功”与“文治”为例ꎬ

肯定了土司制度在巩固国家“一体”格局ꎬ促进区域

文化的“多元”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ꎮ 作者认为土

司制度历史使命虽已完成ꎬ 但它的历史价值却为我

们今天的政府管理好民族地区、处理好民族关系ꎬ
并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间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科

学的借鉴意义ꎮ”纳张元[３１] 认为左氏土司家族成于

武功ꎬ守于文治ꎮ 通过对左氏土官现存作品的分

析ꎬ认为其合于经典文学之体式且可读可赏性较

强ꎬ既可视为左氏土司家族以文学为载体书写的心

灵史ꎬ亦可由此窥知汉族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及其襟

怀旨趣对云南少数民族文人的影响ꎬ同时显示出左

氏家族对汉文学的喜好和倾慕ꎬ也是汉文学在边疆

少数民族中产生显著影响的力证ꎮ 连瑞枝[３２] 认为

左氏土官通过兴修寺庙、撰修家谱来攀附南诏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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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又以地方士子及官员撰序的形式ꎬ使其祖先与

世系论述呈现巧妙的经典意义ꎬ从而巩固政治的合

法性ꎬ呈现出西南政治中特有的宗教性与延展性ꎮ
３.云南倚邦土司

倚邦土司是澜沧江以南唯一的彝族土司ꎬ蒋新

红[３３]详细论述了倚邦土司的渊源、发展历程ꎬ以及

设土后的承袭与职责ꎮ 作者认为ꎬ倚邦土司的设置

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延伸ꎬ但这种延伸并不等同于汉

族地区ꎬ主要表现在制度下王权的约束力仅次于土

司ꎬ王权的约束只能对土司起作用ꎻ倚邦土司地区

的赋税与征纳相对汉族地区比较轻ꎬ但倚邦土司并

不会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挑战ꎬ而只是充当了转

达国家意志的角色ꎬ连接起国家与地方的各种事

务ꎬ以及引导地方社会构成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展

开ꎬ使国家权力延伸到边疆彝族地区ꎮ 这也是土司

制度建立的直接目的ꎮ
４.四川凉山沙马土司

四川凉山沙马宣抚司系彝族六祖之曲涅始祖

支系ꎬ为唐代沙麻部后裔ꎬ与贵州水西土司本系姻

亲ꎬ后因入赘承袭职位而实际演变成血缘分支ꎮ 原

住牧凉山昭觉县古里拉达区日哈乡ꎬ绝嗣后由贵州

亲族阿哲兹莫上门承袭ꎬ再迁雷波县瓦岗咪谷乡繁

衍生息ꎮ 马林英[３４] 通过口述、史料、民间记忆的爬

梳ꎬ对沙马宣抚司的兴衰沉沦做了分析ꎬ认为沙马

宣抚司的衰落不是单方力量的作用ꎬ而是多重势力

的博弈ꎬ不仅深受自身父系血脉混杂、绝嗣等影响ꎬ
还遭彝族社会内部血缘等级此消彼长的打压ꎬ更因

遇到外部朝政更迭的冲击ꎮ 就沙马宣抚司的兴衰

演变来看ꎬ不仅与中央王朝的实力强弱相关联ꎬ也
与辖区内居民势力的此消彼长分不开ꎮ
５.黔西北乌撒土司

乌撒是古代彝族在黔西北建立的地方政权ꎬ实
行过长期的土司制度ꎬ发挥了维护地方安定、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ꎮ 东人达[３５] 详细叙述了乌撒

彝族源流、乌撒土司的沿革及管辖范围ꎬ以及土司

时期的文化成就ꎮ 而王昭节[３６] 梳理了乌撒政权从

麦遮俄索建立纪俄勾地方政权到 １６６４ 年吴三桂平

定乌撒的 １ ２００ 年间先后经历的独立的方国政权、
羁縻时期的乌撒部政权以及被中央王朝正式册封

的土司制政权等ꎮ 乌撒部实行君、臣、师、匠为一体

的政权结构ꎬ创造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以
军政为一体的则溪制度、以教化为目的的毕摩制

度、以血统为准则的婚姻制度、以防范为功能的勾

则制度、以职业为依托的社区制度等一系列独具特

色的制度ꎬ从而使政权稳定ꎮ 因此ꎬ研究乌撒政权

的制度结构特征ꎬ对当今民族地区的制度建设具有

重要的作用ꎮ
６.岭光电研究

岭光电是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的杰出人物ꎬ系暖

带田坎土千户后裔ꎬ一生热爱彝族文化ꎬ具有强烈

的彝族意识ꎬ同时又有着中华民族情怀ꎮ 岭光电先

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在彝族地区创办学校ꎬ进行

现代化教育改革实践ꎮ 李桥[３７] 以民族发展观为视

角ꎬ肯定了 １９３６—１９４９ 年间岭光电所实施的彝区改

革ꎬ对营造安全的社会环境ꎬ推动彝族社会融入国

家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ꎮ 曲木威古[３８] 介绍了岭

光电在彝族地区进行现代化教育的探索ꎬ用现代文

化改造彝族的传统文化ꎬ认为其意义在于尽可能地

推行公平教育使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民族接

受现代教育ꎻ并且探索彝汉双语教育ꎬ协调彝族传

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ꎬ并在此过程中建立

和强化了彝族同胞国家认同感ꎮ 而张军[３９] 则在肯

定岭光电办学成果的基础上ꎬ对其局限性做了分析ꎮ
岭光电先生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就是在推动偏

居西南的彝族社会进入政治舞台ꎬ争取彝族人民的

政治话语权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ꎮ 温春来、尔布什

哈[４０]«岭光电文集»搜集与整理了岭光电书稿、目
前发表的论文、文史资料、重要讲话讲稿以及未刊

印的手稿、编译彝族民间故事与诗歌等ꎬ为学术界

呈现在“五族共和”的政治架构中被无视的西南彝

族ꎬ以及其在国族建构过程中的足迹ꎮ 关昉[４１] 就岭

光电等彝族上层人士对民族地位请愿所做的努力

进行客观的分析ꎬ并根据民国时期四川、南京发行

的期刊ꎬ尽可能还原了岭光电等人 １９３６ 年两次南京

请愿的事迹ꎮ 娄贵品 [４２－４３]、赵峥等[４４] 则分别论述

岭光电先生的两次请愿活动ꎬ赵文认为抗战胜利后

的请愿挟民族民主运动高涨之势ꎬ希望国民政府承

认西南彝族与容纳“民族代表制”的议题ꎬ但国民政

府措置失当ꎬ最终将原本的边疆代理人推向了对

立面ꎮ
李金发[４５]从族群关系的角度ꎬ以岭光电的事迹

为例ꎬ对清末民初凉山地区的族群边界与族群互动

进行了探讨ꎬ得出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族群关系的构

建和处理中ꎬ必须始终坚持基于社会正义和文化平

等的处理方法ꎮ

四、彝族土司研究新特点与趋势

１.彝族土司研究新特点

彝族作为西南地区最为重要的民族之一ꎬ在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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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ꎮ 而彝族土司也是中国土司发展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因此ꎬ加强对彝族土司的研究ꎬ有助于深化

西南民族史的纵深发展ꎮ 通过对近十年来彝族土

司相关成果的整理与分析ꎬ相较于之前的研究ꎬ可
谓成果丰硕、学人辈出ꎬ但更多则是在研究领域和

研究视角、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多元化”
的特点ꎮ
(１)研究领域与研究视角多元化

较长时期以来ꎬ包括彝族在内的土司研究ꎬ侧
重于制度层面的研究ꎬ成果集中于彝族土司制度的

渊源与发展、改土归流、民族关系等方面ꎬ但纵观近

十年成果ꎬ在原有领域持续发展的基础上ꎬ土司文

化、经济生活、人物研究、土司法制、土司文学等方

面渐成热点ꎬ丰富了彝族土司研究内容ꎮ 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 ２０２０ 年新近出版的«贵州彝族余氏土司

作家群研究» [４６]ꎬ系贵州民族大学周凌玉教授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成果ꎬ填补了有关彝族土司文学

系统研究的空白ꎮ 学界对土司文学的关注较早ꎬ但
主要集中于土家族土司ꎬ有关彝族土司文学研究虽

有李黎[４７]等论文问世ꎬ但是侧重于专题研究ꎬ而周

著通过对彝族余氏土司作家群ꎬ特别是余家驹、余
珍父子ꎬ余昭、安履贞夫妇和余达父的系统研究ꎬ认
为余氏作家群在贵州文学史和彝族文学史上具有

独特的价值和地位ꎬ通过对乌蒙彝区自然景观的歌

咏与对彝族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的描摹ꎬ表现了深

沉浓烈的家国情怀与民胞物与的淑世情感ꎬ并呈现

出地域性与民族情怀、家族性与文学好尚、现实忧

患与国家认同的共性与特征ꎮ
同时ꎬ我们看到彝族土司的研究视角逐渐由

“宏观”转向“微观”层面ꎬ这种转变有两部代表性著

作:一是 «社会变革时期的彝族婚姻形态研究

(１３６８—１９４９)» [４８]ꎬ土司婚姻制度以往虽有少量研

究成果ꎬ但均不成体系ꎬ缺乏长时段的考察ꎮ 作者

将目光投向称其为 “彝族社会的变革时期” 的

１３６８—１９４９ 年ꎬ恰好是彝族土司制度的完善、发展

与衰落时期ꎬ其中有关明清时期婚姻制度则选取了

武定土司凤(那)氏、水西宣慰司安氏、乌蒙军民府

禄氏、东川军民府禄氏、芒部军民府、沙马土司、河
东长官司、沾益州土知州、邛部宣抚司、巍山左氏土

司、纳楼普氏土司等十三家彝族土司土目的姻亲网

络作为个案进行研究ꎬ旨在系统地揭示不同阶层的

婚姻形态和特点在社会网络构建中的不同功能以

及对民族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ꎮ 二是«从“异域”到
“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

同» [４９]ꎬ该书在“异域” “羁縻” “旧疆” “新疆”等中

国传统话语体系下ꎬ以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对乌撒、
水西为中心的黔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进行研究ꎬ独具一格的展现出“大一统中国在南方

边远地区的拓展”ꎮ
(２)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多元化

傅斯年先生认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ꎬ十分材

料出十分货ꎬ没有材料便不出货”ꎬ因此过去的 ７０
余年间ꎬ学者在彝族土司史料的辑录与整理中做了

大量基础性工作ꎬ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成果ꎬ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陆续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资料丛刊”中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

资料选编»«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辑录了彝族部

分土司资料ꎻ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ꎬ魏治臻的«彝族

史料集»«<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ꎬ徐铭的«明实

录彝族史料辑要»«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ꎬ以及«清
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 «清代皇帝御

批彝事珍档»②等相继出版ꎬ为当下的研究奠定了史

料基础ꎮ 但仅就本文征引 ５０ 余篇论文来看ꎬ近十年

间在研究资料的使用上ꎬ已不再局限于上述已出版

的史料辑录ꎬ地方志、碑铭石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地区“国史馆”、相关

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以及民间新发现汉文、彝文文

书、契约和账簿等正在成为学者的“新宠”ꎬ如清华

大学图书馆馆藏彝文文献«万德土司府衙春节年货

账簿» [５０]ꎬ主要记载各村所进贡的年货ꎬ包括米、豆、
麻、酒、鸡等物品ꎬ为了解当地人的饮食情况、农作

物种植情况以及土司与佃户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

资料ꎬ文献价值极大ꎮ
田野调查历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ꎬ但

长期以来田野调查资料更多是以“存史”为目的ꎬ并
未在研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ꎮ 如前述“中国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涉及彝族共有十一

本③ꎬ田野调查资料正逐渐成为学界研究彝族土司

的重要资料ꎬ这是传统文献研究法向田野调查法的

延伸ꎮ 同时ꎬ随着土司文化、社会生活研究渐热ꎬ人
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方法介入传统的史学

研究已逐渐成为共识ꎬ并得到广泛应用ꎮ
２.彝族土司研究趋势

近十年来彝族土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毋庸

置疑的ꎬ但在通史性著作、研究资料的使用以及人

才培养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ꎮ
(１)彝族土司通史著作呼之欲出

成臻铭[５１]认为中国至少有 ２９ 个少数民族曾经

存在土司ꎬ其中土家族(王承尧«土家族土司简史»ꎬ
１９９１ꎻ田敏«土家族土司兴亡史»ꎬ２０００)、壮族(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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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土司制度»ꎬ１９９５)、藏族(贾霄锋«藏区土司制

度研究»ꎬ２０１０)等均有通史性著作ꎬ而作为西南分

布最广民族的彝族ꎬ目前只有楚雄师范学院杨甫旺

所著«云南彝族土司史研究»一本区域性研究成果ꎬ
这对于深化彝族土司研究、了解彝族土司文化来

说ꎬ是远远不够的ꎮ 但我们也看到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中国彝族土司史研究” (１７ＸＭＺ０４９)已于 ２０１７
年获批立项ꎬ预计将于 ２０２１ 年前后结题ꎬ其最终成

果的面世ꎬ将有望填补彝族土司通史性著作的空白ꎮ
(２)研究资料仍待深入挖掘

前文虽已述及ꎬ近年来有关彝族土司研究的资

料使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ꎬ但仍然存在两方面的

不足:一是现有的成果主要是利用汉文资料ꎬ彝文

资料使用稍显不足ꎮ 目前已经出版的彝文史料主

要有«彝族历史文献选集金石彝文选»(中央民族学

院语言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ꎬ１９８５)、«彝文金石

图录»(四川民族出版社ꎬ１９８９)、«西南彝志» (最新

版为王继超、瞿瑟主编ꎬ贵州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出

版ꎬ共 ７ 辑)、«彝族源流»(最新版为王继超主编ꎬ贵
州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出版ꎬ共 ４ 本、２６ 卷)、«中国

彝族谱牒选编»(其中曲木车和主编四川卷共 ４ 本ꎬ
均为彝文ꎻ楚雄卷部分为彝文)等ꎬ尤其是«中国彝

族谱牒选编»中包含大量土司家谱、世系资料ꎬ但在

研究中鲜有学者使用ꎻ二是档案资料挖掘、整理略

有不足ꎮ 诸如有关岭光电所参与的彝族两次请愿

运动中ꎬ虽已使用«申报»等资料ꎬ但笔者在台湾地

区“国史馆”查阅到 １７ 件有关岭光电档案资料ꎬ涉
及边政活动、请愿运动、褒奖办学ꎬ如“宁属夷务团

长罗大英等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为推荐岭光电

为西康边民国大代表” “国民政府明令嘉奖西康省

越嶲县岭光电捐资兴学”等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也有关于“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

处”部分档案ꎬ尚未有学者对上述档案进行系统的

整理与研究ꎮ 因此ꎬ在未来彝族土司研究过程中ꎬ

应注重彝文资料(包括已整理翻译为汉文的资料)、
官方档案、谱牒文献、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资料等的

使用ꎮ
(３)后备人才应注重梯队培养

彝族土司研究中先后出现东人达、杨甫旺、王
明贵、温春来、沈乾芳、娄贵品、曲木威古等学人ꎬ深
耕于此领域ꎬ推动了彝族土司研究的发展ꎮ 笔者在

有关康区土司研究学术史回顾中曾提及后备力量

的储备ꎬ博士研究生毕业后ꎬ多数仍从事本专业的

研究ꎬ如伊利贵、娄贵品等ꎬ现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

中坚力量ꎮ 而本文所引论文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为

在校硕士研究生ꎬ他们对于开拓彝族土司研究新领

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ꎬ但毕业后因就业等原因ꎬ未
见有相关成果继续发表ꎬ这是对他们已经接受的专

业训练和掌握的资料极大的浪费ꎬ也是后备力量培

育亟须解决的问题ꎮ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专

业委员会、中国西南民族学会土司文化研究专业委

员会等学术组织与相关导师ꎬ应充分利用中国土司

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土司论坛及

筹备的土司研究青年论坛等平台ꎬ协助其申报相关

科研项目ꎬ引导青年学者实现土司研究的“可持续

发展”ꎮ 同时ꎬ彝族土司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有限

的学术共同体内ꎬ应立足史实与彝族民间文学ꎬ编
撰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绘本④或读本ꎬ进一步扩大

研究队伍基础ꎮ

五、结语

回顾过去十年间的研究成果ꎬ研究领域、研究

资料的不断拓展无一不显示着彝族土司研究的学

术价值与现实意义ꎮ 在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中ꎬ除
上述有关研究趋势的思考外ꎬ学界还应着重关注包

括彝族在内的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等问题ꎬ深化彝族

土司研究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学界应

有之力量ꎮ

注释:
①　 奢香历来是彝族土司研究热点ꎬ氏著«奢香研究现状考述»已做详尽梳理ꎬ此处不再赘述ꎬ详见«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

报»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ꎮ
②　 魏治臻. 彝族史料集[Ｍ]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ꎬ１９８９ꎻ魏治臻.«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Ｍ]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ꎻ徐铭.明实录彝族史料辑要[Ｚ] .１９８５ꎻ徐铭.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Ｚ] .１９８３ꎻ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清代武定彝族那氏

土司档案史料校编[Ｍ] .王梅堂ꎬ黄建明ꎬ陆裕民ꎬ校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ꎬ１９９３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清代

皇帝御批彝事珍档[Ｍ] . 黄建明ꎬ曲木铁西ꎬ整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③　 分别为«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综合报告»»«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

案资料选编»«四川广西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
«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大理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小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广西彝族仡佬族水族社会历史调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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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目前可见唯一一本有关土司的绘本为根据彝族民间故事改编的«九兄弟斗土司»ꎬ该绘本由(日)君岛久子改编ꎬ(日)赤

羽末吉绘制ꎬ唐亚明译ꎬ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出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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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区的契约中用到了箩、筒、升等量词ꎬ而此类量词

在其他民族的计量中也被频繁使用ꎮ 如在黑学静

所写的«宋元以来契约文书量词研究»一书中提到

容量量词箩的使用情况:“«清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周永

适当田契»:‘其田面断ꎬ每年八月秋收充纳晾租谷

叁罗正ꎬ其租不敢欠少ꎬ若有拖欠ꎬ任凭钱主过户起

耕ꎬ收租管业ꎬ当人无得异言’ (石仓 １ / ２ / ３０８)” [６]ꎮ
这里的“罗”即是“箩”的一种写法ꎬ也是一个表示数

量的量词ꎮ 因此可以了解到ꎬ当时该地区与其他民

族的交往是较为密切的ꎬ其中很多语言都存在借用

和同化的情况ꎮ

四、结语

从对云南禄劝彝族土地买卖契约文献的分析ꎬ

可了解到目前翻译整理出来的契约文献大多立契

于清代ꎬ更为早期的文献暂未发现ꎮ 从已翻译的契

约文献来看ꎬ彝族的土地买卖契约文献形制完整ꎬ
属于较为成熟的契约文献ꎬ结合明清时期在云南地

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和屯兵ꎬ可以认为在长

期的民族交融过程中ꎬ彝族的契约文献很大程度受

到其他民族契约文献的影响ꎮ
从契约形制和书写用词等分析ꎬ彝族在多文化

相互交融的情况下ꎬ对本民族传统的习惯依旧保留

了下来ꎬ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多元文化共生ꎮ 对彝

族的契约文献进行分析研究ꎬ从契约文献中所体现

出来的特点ꎬ了解彝族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ꎬ对本

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现

象ꎬ对研究彝族的历史文化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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