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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明代贵州的各民族历史，《明史·贵州土司列传》无疑是最基本、最系统、最可靠
的不可替代史料。
但若对《明史·贵州土司列传》仅作文字上的梳理、校正和考释，那么我们最多只能够达到《明史》
编修者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永远无法超越前人。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多元文化并存互动关系人手，那么尽管时间过去了六七百年，今天的人们仍然可
以发前人之所未发，实现对历史认知的超越。
推介给读者的这本《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考证》就是如此。
    从史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来看，该书匡正了《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记载的诸多失误。
从史料信息的丰富和完备程度看，该书不仅补足了《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原本言犹未及、言犹未尽
的内容，还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系统分析办法，发掘了文本史料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
从历史事件的相互关联性角度着眼，该书从文化的整体性和个人行为的文化性人手，透视了历史事件
背后的文化逻辑联系，使今天的人还能看到六七百年前发生在贵州大地上的历史事件之间始终存在着
线索分明的文化逻辑联系。
这些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既是历史的必然，又都是各民族文化的自然流露。
该书始终忠实于《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史籍原本，但又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原本。
使今天的读者能够顺利地沟通古今，正确地把握和认识那个早已消失而且决不会重演的时代，并进而
领悟到那个时代给今天留下的深远影响。
    明代的贵州省，是当时的全国十三行省中辖地最小、编户最少、财政收入最贫困的行省，但却是边
防战略地位最不容低估的一个行省。
明代贵州行省的辖境，全部划拨自邻近的湖广、四川、广西、云南四行省的边地。
设省之前，在这片大地上除了土司领地就是“生界”，朝廷派遣的卫所屯军和各级行政官员若不划拨
土司领地或者开辟“生界”，就几乎无立锥之地。
境内民族众多，生计方式千差万别，社会结构迥然不同，要在这样的地带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省
，需要面对的艰难和挑战可想而知。
明廷的最高决策者，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远见卓识之辈，由于看准了贵州地区的战略地位，因而不惜代
价，不避艰辛，几乎是采取强制的手段设置了这个特殊的行省。
然而，《明史》的编修者所面对的却是“改土归流”后的另一个贵州时代，由于没有注意到时代的剧
变，国内、国际形势的改观，他们理解的明代贵州民族史自然打上了编修者所处时代的烙印。
加上技术上和编修组织上的失误，致使《明史·贵州土司列传》尽管其价值不容替代，但偏离史实之
处却在所难免。
要想从文本史料出发，复原可靠的明代贵州民族史，唯一可靠的办法就只能是借助历史人类学的理论
与方法，把定型的史料文本作为真实历史信息提取的原生矿藏，从文化的整体性和文化要素的制衡关
系出发，去重新解读文本，发掘文本史料背后的史实信息，探寻历史事件的文化逻辑联系。
该书的特色正在于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做出了大胆而初见成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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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索隐]　　[一]“贵州”一名。
　　“贵州”，贵州一名始见于宋代，其地望与辖境失考。
元置贵州城，地当今贵州省惠水县姚哨乡境内，故址地望明（嘉靖）《贵州通志》有载。
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宋隆济、蛇节之叛，贵州城被攻破，故城遂废。
元廷平叛后，在原为水东宋氏的领地上新建贵州城。
其后，贵州宣慰使司、贵州宣慰同知均因该城而得名。
足证“水西”、“水东”两宣慰同处一城的格局，当是元成宗大德以后才有的制度。
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省时即因城名为省名，但城名一直未废，（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嘉靖）《贵州通志》可证。
明隆庆二年（1568年），移程番府于贵州城内，与布政使司同城办公，并于隆庆三年（1569年）更名
为贵阳府。
至此，贵阳、贵州两名并用，均指古贵州城而言。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升贵阳府为贵阳军民府。
人清后，为避免城名与省名相混，该城才逐步定名为贵阳城。
　　[二]“西南夷”一名。
　　“西南夷”一名，语出《史记》之《西南夷列传》。
原本是对益州（今成都）以西、以南广大地域内各少数民族的总称。
成都以西的少数民族称西夷，成都以南的少数民族称南夷。
在当时，这仅仅是一种含混的划分，从未作过明确的界定。
其后的各个王朝虽然继续沿用“西南夷”一词，但所指代的地域范围和民族，各代均有差别。
同时，又新起了一批地名与族名。
如汉时的南夷地区，三国魏晋时改称为南中，魏晋以后又新起了濮、僚等族名。
此处所言西南夷，仅指两汉时代西南夷的部分地区而言。
有明一代的贵州辖境，只是汉代西南夷地区的东南部而已。
　　[三]“牂牁”一名。
　　“牂牁”一名，汉武帝时，南夷大邦夜郎首领多统归降，因其地置夜郎、觯舸二郡。
牂牁郡辖境偏南，夜郎郡辖境偏北。
两郡辖境大致均在明时贵州省版图之内，而《明史》此处未提及夜郎不知何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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