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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南方地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在从“异域”到“旧疆”演变所呈现出的周边族类逐渐整合进王朝国
家的宏伟过程中，上演着的并不只是刀光剑影的暴力征服与枯燥乏味的儒家道德说教。
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这一看似姑息“地方主义”
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
。
清末民初以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等等，导致了革
命性的新变局。
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怎样想象与建构自己的族类身份以及更高层次的国族
或中华民族？
相对于学界研究较多的汉人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表述与实践，这类想象与建构可能会呈现出哪
些特色？
这些问题关系着对传统中国如何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理解与认识，笔者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予
以回答。
可以肯定的是。
近代的想象与建构不会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只有联系“异域”进入王朝“版图”的历史，在“彝威”
、“汉威”、“洋威”交织的过程才能得到妥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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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王朝的“异域”：彝族君长国的制度与文明　　第一节　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
　　以通常所认定的中国疆域为标准，宋代中国无疑正处于复杂的分裂状态中。
以宋王朝为中心，依照《宋史》中的观念，天下格局似可作如下简单化分：路府州县区，为王朝直接
统辖区域；蛮夷区，实包括两类区域，一是羁縻区，包括长江上游成都府路、夔州路、中游的荆湖路
、珠江流域广南西路等路的几百个羁縻州、洞，其首领名义上效忠宋王朝，受宋王朝册封，实际上这
些地区并不真正受王朝管辖，此外在广大西南地区尚有许多“蛮夷”，游离于羁縻制之外，与王朝之
间甚至缺乏名义上的统属关系；外国，既包括曾给北宋造成重大威胁的夏，也包括大理、占城等较顺
服的国家，还包括偶尔有联系的天竺等国，其实还应包括危及宋朝国祚的辽、金。
因为元代统治者同时承认宋、辽、金的正统，因此辽、金另修正史，未入《宋史》。
　　《宋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元代对前朝历史的认知，但其中基于王朝中心的世界观，无疑有
着深远的历史传统。
在这种传统影响下的历史书写中，周边族类与外国的形象，往往围绕朝贡、叛逆、征伐与奇风异俗来
描述，用语极为简略。
例如《宋史》中的蛮夷区，尤其是羁縻区之外的众多“蛮夷”，常常三言两语带过。
一些有着较高文明程度的“蛮夷”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书中甚至连名字都未曾出现。
关于它们，要么汉文献中全无记载，要么只能在宋代极个别官员的笔记、文集、公文中寻觅到一些蛛
丝马迹。
因为文献的缺载、简略或语焉不详，现代人对宋代西南地区复杂政权格局的认识，简化成了大理国与
宋王朝的对峙，其余少数民族大致皆被认为文明程度较低的部落，而未以政权视之。
当代一些西南民族史的研究者，已经描述了宋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部分情况。
这些研究在揭示出被忽略的历史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
例如：一、着力论述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却未去分析它们为何可以被称为政权。
一些著作甚至把见诸史籍各少数民族部落概称为少数民族政权，把独立与半独立、有文字与无文字、
有复杂政治结构与政治结构尚不清楚的部落等同视之。
二、一些论著使用的文献仅限于汉文而漠视了少数民族自己的历史表达，一些论著虽然使用了彝文材
料，但却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首先，所用彝文献基本上都是成书于清代，为何可以用清代的材料去说明宋代的历史？
其次，彝文献所述与汉文献所述的地名、人名能否对应都尚未证明的情况下，何以得知两种文献叙述
的对象是同一的？
这两个疑问关系到合理使用彝文献的前提，对其置之不理将导致整个研究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
之上。
　　本书无意全面梳理宋代西南地区诸少数民族的内部权力结构，仅拟将焦点集中在黔西北及其周边
地区，以揭示宋代西南地区复杂的政治格局。
　　南宋乾道九年（1173），著名诗人范成大赴任广西经略安抚，两年后，他就自己任上的所闻所见
，写就《桂海虞衡志》，其中有云：　　南方曰蛮。
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
也。
区落连亘，接于西戎，种类殊诡，不可胜记，今志其近桂林者。
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龙石、腾谢诸蕃，地与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着木履，衣青花斑
布，以射猎仇杀为事。
又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罗殿、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而峨州以西，别
有酋长，无所统属者，苏绮、罗坐、夜面、计利、流求、万寿、多岭、阿误等蛮，谓之生蛮，酋自谓
太保。
大抵与山獠相似，但有首领耳。
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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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马者，称西南谢蕃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
　　尽管在《宋史》中仅简单提到过两次，但自杞是在西南地区有着相当影响的政权，一度率兵攻占
过大理国的中心鄯阐府。
罗殿在《宋史》中亦只出现数次，并且其内部情形我们一无所知，而范成大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罗殿有聚落，有自己的文字，有文书公文，首领称国王，而且是“化外真蛮”，宋王朝甚至不能在其
地建立羁縻州县，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可见称罗殿为“国”可谓名副其实。
总之，南宋西南地区的局势，是自杞、罗殿、大理等等多“国”林立，而非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只
有一个大理国与宋王朝对峙。
尚有其他宋人的记载显示西南地区的复杂局面，淳熙二年（1175）十月，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张栻奏
称：　　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
牂牁、大理、罗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
　　广西桂林通判周去非云：　　欲至罗殿国，亦自横山寨，⋯⋯一程至阿姝蛮，一程至朱砂蛮，一
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
凡十九程。
　　曾参与修纂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的黄震亦云：　　自羁縻州洞之外皆蛮也。
其区连亘湖南，接于西戎，种类不可胜计。
溪洞外依山林而居，荒忽无常者为獠，无酋长版籍，无年甲姓名⋯⋯其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皆成聚落
，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诸蛮之外又有大蛮落，西曰大理，东曰交
趾，大理即南诏也。
　　南宋淳熙年间官至丞相的周必大还提到了“罗鬼国”：　　西南蕃、罗鬼国在真宗朝尝来鬻马，
后为罗殿国所限。
　　宋人简略的记载，已足以使人窥探到一个鲜为人知而又令人惊异的世界。
但范成大等人毕竟是正统儒家思想熏育出来的官员，加上他们不可能深入到宋王朝控制范围之外的地
区进行调查，因此其描述离公正、详尽的标准相去甚远。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当地族类自己的历史叙述，就会发现西南地区的局势比宋代官员的描述复杂得多。
　　根据彝文献，除乌撒与水西外，在黔西北周边地区尚林立着若干个相似的政权，主要有：滇东北
的阿芋陡家、芒部家、乌蒙家、古口勾家；黔西南的阿外惹家；黔中的播勒家；川南的扯勒家。
同水西、乌撒一样，统治这些地区的族类大都自元代起被纳人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中，并且一律被称
为“罗罗”，在民族识别运动中则被定为彝族，而彝文献则表明他们都自称“娄”。
　　古口勾部要人欧索父奕访问阿外惹部时曾与阿弥评点娄素君长国的胜地：“我的阿弥呀，九十彝
（娄）君长，都住好地方，且听我来说。
”接着便讲到了永宁扯勒部的柏雅妥洪、水西阿哲家的洛博迤略、芒部家的葛底翁妥、乌撒部的笃烘
洛曲、阿芋陡家的举娄侯吐启、古口勾家的直诺祝雅流域、播勒家的大革滴索、阿着仇家的阿着地以
及阿外惹家的住所。
显然，在欧索父奕与阿弥的眼中，整个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川南都是彝人（娄）的住地
，君长都是彝（娄）君长，柏雅妥洪等地方则是彝（娄）家胜地的代表。
将几大君长国并列叙述的情况在其他彝书中亦时常出现。
　　君长国的首领们相信，笃慕（亦称笃慕俄）是他们共同的远祖。
当笃慕之时，发生了大洪水，人类遭到了灭顶之灾。
笃慕得到天神的指引，避难于撮匹山，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洪水退后，笃慕俄来到贝谷楷嘎的歌场，同天君的三位女儿结为夫妇，生下了慕雅苦、慕雅且、慕雅
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6个儿子，这就是彝族的六祖，彝族由此而分为武、乍、糯、恒、布、
默6个支系。
他们辗转迁徙，分布于云、贵、川三省的许多地区。
乌撒家是布祖慕克克后裔的一支，水西家的祖先则是默祖慕齐齐。
6个支系先是与天上人通婚，后来天地亲路断绝，为了生存发展，经过商议，决定武系与乍系、糯系
与恒系、布系与默系相互开亲。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异域”到“旧疆”>>

　　这个故事广泛流传于上述彝区，并且在当地的彝文古籍上有明确记载。
当然，对洪水发生的原因、避难的地点等细节问题有多种说法，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同宗共祖的坚定信
念。
通过《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书，我们可以拟出九大君长国的系谱：　　甚至连明代开国皇
帝朱元璋对这些君长国的情况都略有所知，他在上谕中称：　　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
皆出于啰啰。
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日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
有事则相为救援。
　　彝、汉两种文献所叙述的西南地区政治格局有无关联呢？
范成大又称：　　（罗殿、自杞等等）诸蛮之至邕管卖马者，风声气习，大抵略同。
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
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性好洁，数人共饭，一柈中置一匕，置
杯水其傍。
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搏之，柈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
人。
⋯⋯食盐、矾、胡椒，不食彘肉，食已必刷齿，故常皓然。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引旧志所载水西“罗罗”的风俗是：　　旧志曰：罗罗，即古乌蛮，亦
有文字，类蒙古书。
其人深日（“日”当为“目”之误）长身，亦黑面白齿，挽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
金环?臂，佩长刀箭菔，左肩佩一方皮，腰束韦索。
性好洁，数人共饭，一盘中植一匕，复置盂水于傍，少长共匕而食。
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搏之，盘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食也，食已必
漱口刷齿，故齿常皓然。
　　无论从体质特征还是文化风俗方面，都可以判定罗殿、自杞“诸蛮”与水西“罗罗”系同一族类
，因此宋人所述西南诸国与彝文献所载诸君长国间在对象上似有相同的可能。
正因为如此，明代贵州方志的作者在论及贵州“罗罗”的风俗时才会引用《桂海虞衡志》而又根据明
代的情形略加修改。
下面再从地理位置考察之。
　　先谈自杞。
按谭其骧所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宋代自杞国的中心位置在今贵州黔西南州首府兴义，而这里
正是彝族君长国阿旺惹部的核心区域。
据尤中的论述，自杞国的范围包括贵州省兴义县及其西部的云南罗平、师宗、弥勒、丘北等县，亦有
学者认为自杞尚包括了今广西西北部的一部分地区。
学界对自杞疆域认知的差异，当系所据时期不同所致，史载自杞“本小蛮”，后来在与南宋王朝的市
马活动中逐渐壮大。
不管怎样，黔西南是自杞国的重要疆域是没有争议的。
阿旺惹君长国与自杞国，或系同一国，或曾经有着隶属关系。
　　罗殿国在何处？
明代史料常称水西为罗殿（甸），水西君长们亦常以罗殿（甸）国王自居。
虽然学界并不完全同意水西即罗甸，但罗甸国不在黔西北即在黔西北的周边地区，不会超出上述几大
彝族君长国的范围，这是可以肯定的。
综合学者们对罗殿地域的研究，罗殿国最可能对应于水西君长国或播勒君长国。
　　除自杞与罗殿外，与范成大同时代，同样亲履广西的吴做所著《竹洲集》中尚提到“阿者”国：
　　自邕北出功饶州、梵凤州，至横山，⋯⋯渡都泥江、淞江而北，历罗幕州及诸山獠，至顺唐府、
西南番、罗殿国、阿者国，皆汉西南夷故地。
西与大理、自杞，东与黔南为邻，各有君长、姓氏，自言诸葛武侯所留戍卒后裔，有武侯碑在西南番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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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怀疑这段引文中的“阿者”国即水西，因为水西的彝语名称为慕俄勾或阿哲，阿哲与阿者当
系不同音译所致。
果真如此，宋代的罗殿国就不应当是水西君长国，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阿者与罗殿分属两国的
情形仅仅维持了一段时间，在此之前或之后其实是同一国。
　　正因为水西在宋代建立了政权，而元人对此亦很了解，所以《宋史》等元代史料在提及宋末元初
的水西时要称之为“罗氏鬼”国了：　　甲辰，罗氏鬼国遣报思、播言：大元兵屯大理国，取道西南
，将大入边。
　　（至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遣千户张旺招罗氏国。
　　甚至到了明代，还有官员与文人沿袭旧有的传统，称水西为国，如明人包汝楫云：　　罗鬼国禾
米佳过中国，⋯⋯安酋（按，指水西安氏）国中甚富。
　　必须再次申明的是，彝文献一般都未标明作者与写作时间，只能大致知道它们是明清时期的作品
。
本书在相关汉文献的印证下，敢大胆利用彝文献来证明宋代西南地区系多“国”林立，除了彝、汉两
种文献所述的对象大致同一，地理位置也相符外，还基于以下考虑：1.现存彝文献大都是明、清以来
的抄本或石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反映明、清时期的历史；2.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具有建
立政权的悠久传统，早在汉代，司马迁已注意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3.宋代黔西北及附近许多地
区游离于羁縻制度之外，中央王朝甚至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4.宋代文献表明黔西北或其周边
地区有罗殿、自杞、阿者等国，元代文献也表明水西在宋末明初被称为国，而水西与其他彝族君长国
在彝文献中是并立的，并且乌撒、水西、乌蒙、芒部、东川等在元代史料及《元史》中都有较多记载
。
综上可知，即便当时并非恰好九大彝族君长国屹立在今天的川、滇、黔交界地区，但多个彝族君长国
林立的局面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今人不能纯粹以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意义来理解宋代的西南地区。
本书关注的是，回到传统中国正统的话语体系，这些大大小小的“国”该如何定位？
　　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以天下观为核心，利用华夏一蛮夷、化内一化外等划分法，将这些“国”
视为后者，与中原王朝相对。
这类具有深远历史传统的认知方式，已被现代学者演绎成一套精致的理论，用以分析前近代以中国为
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
　　但这套理论在处理中央王朝与各“蛮夷”间亲疏各别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强弱不同的影响
力等问题方面，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也不能说明许多“蛮夷”与王朝关系逐渐变化的历史过程。
为了揭示黔西北等地区从宋至清的历史演变，笔者将采用古文献中常出现的“异域”、“羁縻”、“
新疆”、“旧疆”四个词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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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无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都有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并且经
过了很多繁复的兴衰周期。
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
基于这个问题，作者从中国宋至清代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出发，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兼顾经济
开发与文化及身份认同，描述了贵州西北部地区整合进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的历史过程，并试图分析
这一过程在学理方面所蕴含着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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