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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是云南经济形式多样化的一个时期ꎬ随着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ꎬ越来越多的契约也随之产生ꎮ 土地作为人们赖

以生存的基础ꎬ其交易往往较其他更加的严谨而慎重ꎬ因此产生了为保障交易双方利益且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土地买卖契

约ꎮ 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 １０１ 卷«彝文账簿文书»中收集到清代云南禄劝地区的 １７ 份土地买卖契约文献为研究对象进

行分析ꎬ了解当时彝族地区土地买卖契约的组成部分及特点ꎬ结合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形式ꎬ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

文化的影响两个方面对契约中所体现的特点进行分析ꎬ探讨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下ꎬ对彝族土地买卖契约文献产生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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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代是云南彝族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ꎬ清
代大范围的改土归流在云南如火如荼地进行ꎬ土司

制度逐渐被流官所取代ꎬ相应的社会经济形式也发

生着巨大的改变ꎬ由单一的领主制或奴隶制经济ꎬ
变成了封建制、领主制和奴隶制经济共存的局面ꎮ
加之在明清时期大量的军屯来云南ꎬ其他民族大量

融入云南ꎬ多民族杂居的现象逐渐形成ꎮ
彝族契约种类繁多ꎬ内容涉及面广ꎬ因彝族语

言文字和知识传承方式的特殊性ꎬ目前大多数的契

约都还未被收集ꎮ 现已收集整理的契约文献主要

包括«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 １０１ 卷«彝文账簿文

书» [１]对云南禄劝武定等地区的账簿文书进行收集

整理翻译ꎻ朱崇先和杨怀珍先生的«国家图书馆藏

清代彝文天赋账簿研究»ꎬ对云南地区清代的许多

账簿进行整理研究ꎬ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云南地

区的税收状况和土地种植情况ꎻ华林先生的«西南

彝族历史档案»对许多彝文文献进行翻译ꎬ为学者

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ꎻ张纯德和李崑先生在其

所著的«彝学探微»中从土地买卖契约所需的手续、
采用的交易货币种类、画押方式、年代记载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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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等方面进行论述ꎮ
在土地买卖契约特点的研究中ꎬ现有的研究主

要从彝族土地买卖契约的形式和年代考证方面进

行研究ꎬ本文侧重于研究土地买卖契约中体现出来

的独特的文化现象ꎬ经与其他民族进行对比ꎬ分析

其文化含义和彝族独特的文化现象ꎮ 从契约中所

体现出来的特点ꎬ分析在当时政治经济情况下ꎬ彝
族独特的传统文化的沿袭和多民族杂居下的相互

影响ꎬ为更进一步研究彝族文化提供一定的思路ꎮ

二、清代云南禄劝土地买卖契约文献简介

　 　 «禄劝县志»:“禄劝一邑ꎬ界连巴蜀ꎬ列缴外者ꎬ
二千余年ꎬ地杂汉彝ꎬ辖境内者ꎬ三百余里ꎬ固滇省

西北之藩篱ꎬ扼川边东南之锁錀ꎮ” [２] 禄劝为改土归

流较早的地区ꎬ在康熙五十五年就已进行改土归

流ꎬ原属于武定府ꎬ在 １９８３ 年禄劝县改隶昆明市直

到现在ꎮ
本文主要研究«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 １０１ 卷

«彝文账簿文书»中的土地买卖与典当契约文献部

分ꎬ该部分共包含 １７ 份云南省禄劝地区各乡镇的土

地买卖与典当文书ꎮ
土地买卖可以分为两大类别ꎬ一是典卖ꎬ即典

当ꎬ是一种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将土地赎回的活卖形

式ꎬ一般而言ꎬ典卖的价格比绝卖的价格低ꎬ且在土

地典当期间ꎬ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地赋ꎬ具体数目

由双方协商而定ꎮ 二是绝卖ꎬ是一种买断的买卖方

式ꎬ卖了之后不再赎回ꎮ 土地买卖契约文献是在这

些交易过程中以书面形式留存下来的具有法律效

力的交易凭证ꎮ
土地买卖契约的书写一般包括:交易双方、交

易原因、标的物、交易地点、价格、交易时间和交易

中间人七个方面组成ꎮ 交易双方是进行买卖的双

方姓名和所在村落名称ꎻ交易原因是大部分契约中

都会写因何种原因而进行交易ꎻ标的物就是交易的

土地ꎬ包括对土地种类、地理位置、面积大小和赋税

情况的描述ꎻ交易地点一般在交易双方所在的村

落ꎻ价格包括交易标的物的价格、付给中间人的价

格和宴请的价格三个方面ꎻ交易时间由朝代、年号

和当年属相组成ꎻ交易中间人包括交易的介绍人和

见证者ꎬ一般由村落中德高望重者充当ꎬ其中还包

括草拟书写此份契约的执笔者ꎬ由精通语言和文字

者来书写ꎮ

三、土地买卖契约文献的特点

明清时期大规模的军屯和改土归流ꎬ使云南的

民族交流更加频繁ꎬ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也更加的

普遍ꎮ 在进行土地买卖契约订立时ꎬ其内容和形式

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ꎬ与其他民族同时期土地买

卖契约相比有许多的异同之处ꎬ本文主要将其分为

书写特点和文化特点两个方面来进行比较ꎮ
(一)土地买卖契约文献的书写特点

１.标准化的格式

我国民事契约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ꎬ在朝代的

更替中不断完善ꎬ宋代时期已出现格式相对完善的

土地买卖契约ꎮ 到了清代ꎬ民间的土地买卖活跃ꎬ
百姓间成立契约的自发性和自主性逐渐增强ꎬ为了

保障税收的顺利征收和民间交易的正常进行ꎬ清政

府制定了关于契约的各种要求ꎬ从内容的涉及形式

的规范ꎬ土地买卖契约逐渐形成规范ꎮ 在云南禄劝

彝族地区ꎬ目前发现并翻译的土地买卖契约文献大

多立契于清代时期ꎬ其形式和内容也有一定的规

范性ꎮ
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 １０１ 卷«彝文账簿文

书»中翻译整理的 １７ 份契约文献中ꎬ其所涉及的元

素大多是相同的ꎬ首先是对立契时间的说明ꎬ通常

写在契约开头或结尾ꎬ如:“清光绪十年即猴年腊月

二十三蛇日ꎬ普德咪的铺额、阿奈与氏族次支的麻

玛、阿成及氏族幼支中的呗罗斯、奈莫前来交涉信

古箐的土地问题” [２]４４３ꎬ这是写于契约开头ꎬ先
将时间说明ꎬ再接着说契约的内容ꎬ其次是将时间

写于结尾部分ꎬ如:“是清光绪二十二年即猴年

腊月初七兔日的一天ꎮ 文书撰写人是昔康资作村

的阿佐摆莫” [２]４４５ꎮ 这类写法一般是将所有契约的

正式内容书写完ꎬ其他内容描述时会写在后面ꎮ
其次是对买卖双方和标的物的说明ꎬ对买卖双

方的书写一般包括其所属的村落和姓名ꎬ对标的物

的描写则属契约的主要内容之一ꎬ通常会包括对其

面积的描述和周围土地的描述ꎬ如在«偶信卖田文

书»中写道:“偶信把在阿昭咪撒三升种的稗子

田卖给了期洒ꎬ作价十一两三钱纹银ꎬ买主是期酒ꎬ
卖主是偶信ꎮ 中介人是阿贝ꎬ给了他一两一钱三

分ꎮ 这份地大小有六块ꎮ 西至偶信的地ꎬ南抵商擂

的地ꎬ东到阿晚的地ꎬ北抵呗汶的地ꎬ应缴地赋税五

升稻谷” [２]４４６用该块土地所能种植的种子数量、
该块土地的地赋和土地的四至来描述该块土地的

面积大小ꎬ在该时期的彝族土地买卖契约文献中是

较为常用的方式ꎬ具有一定的共识性ꎮ
再次是对价格的说明ꎬ在彝族的契约文书中

所涉及的价格包括两个方面ꎬ首先是对交易土地

价格的描述ꎬ如上述的例子中所写的“其土地作价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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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两纹银”ꎻ其次对契约中间人的报酬也会书写

在契约中ꎬ如:“文书撰写人是阿宏ꎬ给了他二

钱银子ꎮ 经手人是偶信、阿贝、阿德ꎬ经手人一人

给了 一 斤 半 绵 羊 毛ꎮ 见 证 人 是 高 奢 和 阿 孔

” [２]４４６在契约文书中除买卖双方之外ꎬ所有涉

及的人都称之为中间人ꎬ中间人对其契约有着监

督、见证、书写及调解等作用ꎬ因此双方在买卖结

束之时都会付给中间人一定的报酬ꎬ而这部分报

酬同时也书写在契约中ꎮ
最后是对违约惩罚、土地交易价钱的支付方式

和支付期限做了一定的说明ꎬ如在契约中写道:
“从今以后ꎬ子孙万代天长地久ꎬ日后反悔变动

的人ꎬ罚他出五十锭银子和五十石干净稻谷ꎮ 在皇

帝宫廷之下发誓ꎬ倾家荡产也要向土司献礼地

价的尾款是在虎年举行祭祖那年给他们一两二钱ꎬ
已付清ꎮ” [２]４４６可以看出ꎬ在进行交易时并非所有的

交易都属于钱货两清的状况ꎬ可能会存在延后付款

或分期付款等方式ꎬ因此在其契约的书写中也将该

份契约的支付方式和期限做了说明ꎬ同时对违约所

需要付出的代价也罗列出来ꎬ达到一定的制约作用ꎮ
从契约的书写格式来看ꎬ清代云南禄劝彝族地

区的土地买卖契约大多格式较为相同ꎬ所涉及的元

素基本一致ꎬ具有一定的规范性ꎬ是一份相对成熟

的契约文书ꎬ在当时的社会中是被共同认可的、通
用的ꎮ 且与同时期的汉族地区的契约文书相比较ꎬ
所涉及的元素也基本相同ꎮ
２.口语化的用词

从彝族的文献中可以发现ꎬ其文献书写的方式

大都属于日常对话式的描述ꎬ如彝族的创世史诗

«梅葛»中的演述方式即为口语化的表达ꎬ包括相互

解答疑惑或介绍知识ꎬ所描述的即是人们日常生活

中会产生的对话形式ꎬ因此运用这样的方式对文本

进行记述是彝族习惯中一直使用的方式ꎮ 在进行

契约文书的书写时ꎬ口语化的表述方法和用词也被

频繁运用于其中ꎬ如“款暂时没有给ꎬ约定到四

月再付款ꎬ若付款时间超过六月份还没有付清的部

分ꎬ约定一两银加付一筒稻谷ꎬ在吃饭的那天就说

好了的ꎮ”“做成生意的那天烤一坛酒、煮坨坨肉招

待他ꎮ 地已完全买断ꎮ” [２]４４５－４４６ 此类较为口语化的

句子几乎在每一份契约中都有涉及ꎬ没有较为书面

的语言对其内容进行表述ꎮ
从彝族传统的表述手法和知识结构而言ꎬ口语

化的表达方法能够普遍地被接受和理解ꎬ运用共同

熟识的表达方法对契约进行书写ꎬ可以有效地减少

因歧义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ꎮ

３.多重佐证的描述方法

多重佐证的描述方式在契约文献中主要体现

在描述交易土地面积时ꎬ因清代彝族的契约文献中

暂未发现具体的表示面积的计量单位ꎬ因此在其书

写时ꎬ通常同时使用该块土地能够种植的种子数

量、该块土地应缴纳的赋税及土地的周围四至来表

示土地的面积ꎬ是对面积大小的多重佐证的方式ꎮ
在彝族的契约文献中ꎬ许多词句的使用具有

一定的模糊性ꎬ如在描述土地的面积时ꎬ通常会使

用“撒三升种的稗子田” “撒八升种面积的小麦

地”“一块秧田”等模糊不清且带有一定主观性的

句子对交易土地的面积进行描述ꎮ 通过对契约文

献的了解ꎬ可以发现其交易的双方距离都相对较

近ꎬ通常为同一家支成员间相互交易或同个村落

间的交易ꎬ部分与其他村落进行交易时ꎬ其间隔距

离也较近ꎮ 因此在用该块土地能够种植的种子数

量来对土地面积进行描述时ꎬ其所表达的面积大

小是交易双方都能够公认的ꎬ与其种植的习惯和

方式有密切的关系ꎬ同时将土地的周围四至的土

地所属和地赋列出ꎬ如:“西至偶信的地ꎬ南抵商擂

的地ꎬ东到阿晚的地ꎬ北抵呗汶的地ꎬ应缴地赋税五

升稻谷ꎮ” [２]４４６是对土地面积的再补充ꎬ可以一定程

度的弥补使用模糊化用词对面积造成的歧义ꎮ 与

同时期其他地区相比较ꎬ可以发现描述土地的四至

和赋税在其他民族及地区的契约中也都存在ꎬ但因

其契约中对土地的面积已用具体的亩来表示ꎬ因此

对于四至的描述更多的是对土地地理位置和赋税

情况的说明ꎮ 如云南昆明地区«昆明龙院村杜卖水

民(田) 文契李云社祖遗田给李纯李香» 中写道:
“祖遗田一丘坐落六十亩ꎬ计四工ꎬ东至沟南至

买主田西至沟北至杨姓田ꎬ四至开明秧田一丘

” [３]ꎮ 甘肃地区镇原县«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

七刘居怀卖地草契»中也写道:“将自己卖明页

征地一段约有五亩ꎬ东至买主地为界ꎬ西至页头(闫
姓)地为界ꎬ南至页头为界ꎬ北至闫姓地(页头)为

界ꎬ以上四至分明” [４]ꎮ 在同时期的这两份契

约中可以发现ꎬ该契约中对于土地面积的描述已较

为成熟ꎬ是使用亩这个计量单位来进行计算ꎬ是较

为规范的用法ꎬ在此基础上也同时有对土地四至的

描述ꎮ
因此可以发现ꎬ对于土地的四至的描述和赋税

的说明几乎是所有土地买卖契约共同使用的一部

分ꎬ但相对而言ꎬ禄劝彝族与其他民族及其他地区

相比较ꎬ使用四至除了对土地方位的描述以外ꎬ也
是对模糊的面积描述的一种补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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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买卖契约文献中的文化特点

土地买卖契约文献的书写ꎬ在使用相同的元素

下ꎬ同时也会体现出许多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习俗ꎬ
一份契约文献的生成往往渗透着多方面文化的影

响ꎮ 彝族的土地买卖契约文献与同时期其他民族

契约文献相比较ꎬ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

特点ꎮ
１.生肖计年计日的使用

在进行彝族契约整理时可发现ꎬ在进行立契的

日期书写时ꎬ几乎每份契约的日期书写中都使用生

肖进行书写ꎬ如“清光绪二十八年即虎年腊月十六

日”“猴年的二月初八蛇日” “清光绪十年即猴年腊

月二十三蛇日”等ꎬ在进行契约中的日期书写时ꎬ对
于该年该日的生肖的书写ꎬ几乎每份契约中都会涉

及的内容ꎬ且与同时期其他民族契约相比较ꎬ暂未

发现有此类记述的方式ꎮ
运用生肖对年和日期进行记录是历史较为悠

久且使用较普遍的计年方式ꎬ一直沿用至今ꎮ 从契

约文书的书写中可发现ꎬ在同时期其他民族的契约

文献中ꎬ对于契约时间的书写ꎬ普遍采用的是当年

年号与具体日期ꎬ而在彝族的契约文献中ꎬ更多的

是使用生肖计年的方式和年号对契约签订的年月

日进行记载ꎬ部分契约存在只使用生肖计年ꎬ而无

年号计年的情况ꎮ
２.彝族祖先崇拜观念对契约的影响

对于灵魂的理解ꎬ有许多不同的说法ꎬ其中恩

格斯说:“在远古时代ꎬ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

的结构ꎬ并且受梦中景物的影响ꎬ于是就产生了一

种观念:他们的思想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ꎬ
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ꎬ而在人死之

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ꎮ” [５] 彝族的祖先崇拜

即是在灵魂不死的观念中产生的对于家族祖辈的

崇拜ꎬ其主要的形式和内容是让逝者的灵魂回到祖

先的发源地ꎬ然后召唤其保佑活着的人和畜ꎬ对于

其崇拜的主要体现是祭祖仪式ꎮ 在彝族的谚语中

写道:“汉人攒钱修建房屋ꎬ彝人攒钱祭送亡灵”ꎬ可
以看出其在彝族社会中是极其重要的存在ꎬ因此在

所见的彝族契约文献中也有相关的体现ꎬ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彝族的土地买卖原因中体现出的彝族

的祖先崇拜观念ꎬ在笔者研究的十七份彝族契约文

献中ꎬ对于卖田地的原因ꎬ大多写的是因无奈而出

卖土地ꎬ具体的无奈原因只有五份契约中写出ꎬ而
其中四份与祭祖有关ꎬ如在«李更和贝宗卖地文书»
中写道:“图所和卯贝俩来到摆哉村的歹莫炭(收取

氏族祭祖的祭牲和有关费用)ꎬ李更和贝宗他们两

家无奈ꎬ将在基交箐里的秧田抵作一个祭牲ꎬ于是

来(代宗家)索要牲畜ꎮ 代宗无力拿出ꎬ就出二升白

米、三斤酒区祭奠商振夫妇ꎮ” [２]４４５可以发现ꎬ祭祖在

彝族的传统认知中是极为重要的事ꎬ是每一个后辈

的责任和义务ꎬ因此在家族进行祭祖仪式的时候ꎬ
作为家族的成员ꎬ每一个人都会献上自己的一份

力ꎬ因此会存在为了祭祖而出卖土地的现象ꎮ
二是祖先崇拜在契约签订中的体现ꎬ在进行土

地买卖契约书写时ꎬ所分析的契约文献中有一项内

容是在祖灵前签订契约ꎬ告知神灵ꎮ 如在«土地典

当文书»中写道:“普德氏族的子孙后代若来摆

哉村他们八家再说起信古箐地产的事情ꎬ那么ꎬ谁
前来纠缠ꎬ就领他到祖灵下面去争议辩解ꎬ请神明

裁决ꎮ 长支中一位是铺额ꎬ一位是阿奈ꎮ (文
书) 是在祖灵下面写的ꎮ 此为信古箐的土地之

事” [２]４４３ꎮ 彝族的灵魂不死观念认为先辈的灵魂会

对子孙后代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教ꎬ若是做了不好

的事情会触怒祖先ꎬ死后的灵魂会回不到祖先那里

去ꎬ继而可能变为游魂ꎮ 因此在祖灵前签订契约且

告知神灵ꎬ将此次交易请祖先和神灵做了证明ꎬ是
不可以反悔的ꎬ否则会收到他们的惩罚ꎮ 这样的方

式通常用于签订契约双方均为彝族的情况ꎬ对于祖

灵的崇拜是双方共同的认可和信服的ꎬ在一定程度

对契约的顺利履行提供了保障ꎮ
彝族传统的祖先崇拜观念是贯穿于社会发展

的整个历程且影响范围极为广泛的崇拜形式ꎬ以其

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彝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ꎬ因此

在进行契约履行和书写时ꎬ也会将其融入进去ꎮ
３.其他民族文化对于契约的影响

云南禄劝地区地处滇中北部ꎬ属于昆明市的郊

区县ꎬ是较早进行改土归流的地区ꎬ在康熙五十五

年已改土归流完毕ꎮ 禄劝地区对于汉文化的接触

或同化相对较早ꎬ彝族的土地买卖契约中的几大基

本要素与汉族契约相似ꎮ 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

其进行分析论述:
一是契约文书形制的相似性ꎬ将彝族契约文献

与同时期汉族契约相比较ꎬ可发现其契约的组成元

素是极为相似的ꎬ均包括:交易时间、交易原因、标
的物、交易双方、中间人、价格和地点ꎬ虽其在书写

顺序和具体的描述上有所差异ꎬ但其大类的组成都

是相似的ꎮ
二是用词的相似性ꎬ在土地面积大小的表示

时ꎬ彝族是用该块土地所能种植的种子数量来表示

的ꎬ在进行土地能够种植的种子数量书写时ꎬ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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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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