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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

内容概要

都柳江上游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的演变，是明以后王朝国家边政制度在贵州地方社会的逐步推行和西
南诸省开发的缩影。贯穿于当地独特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过程的两条脉络，一是土司的存废及支撑土司
政治基础的土地控制和催科纳赋的阶序结构的变化，二是当地不同族群阶层在不同时代里对王朝/国家
正统性文化的认同和追求。明初中央王朝向贵州黔中交通线以南溪谷山地的渗透,促成了具有卫所背景
的烂土司张氏政权在都柳江上游建立起来。土司张氏取代了元代以来当地“蛮官”统治的局面，也在
当地培植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透过不断圈占土地，确立以土司为中心的地权关系，土司张氏将土著
民纳入催科纳役范围而逐步形成“土民（苗夷）—部将（苗头）—土司”的阶序结构。这贯穿于明代
至清初土司沿都柳江支流自南往北的扩张过程中。这项研究，或可增进我们把握民族地区政治过程与
文化特质的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和趋向，更具整体性地理解历史上的西南开发既有力地促进国家整合
，又不断在族群历史和文化观念上强化族群分歧的辩证关系。

Page 2



《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

作者简介

陈贤波，1980年生，广东澄海人。2008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广东省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兴趣为明清社会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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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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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兵讨苗乱：”播凯之乱”前后
第三章土司家族纷争与普安舍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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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公手赐《平蛮传》”：小说的发现和刊行
三、整合家族谱系：小说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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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驱逐的造反者：绕家人的历史与现实
第七章结语
征引文献及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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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五卷本章回小说《平南传》《平南传》是清代以来在都柳江上游地区广为流传
的一部地方小说，叙述的是烂土长官司张氏始祖张均公率领部将征讨黔地苗蛮，建立世袭土司衙门的
传奇故事。现存民间的《平南传》有两种版本，分别是民国二十六年石印本和2001年新编点校本（由
张嘉森据民国石印本点注修改而成）。此外，贵州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也藏有《平南传》的民国石印
本，与民间流传的同出一源。（2）张氏土司家族历代先祖祭文和家谱三都县大河镇巴艾寨张氏族人
收藏的《张氏祖宗纪念残本》及《张氏先祖祭文》抄本，最初辑录年代不详，由书末日期可知至迟在
清光绪十九年间有过一次整理辑录。其中收录了明代以来土司家族主要先祖的祭文材料，主要描述土
司家族先辈行迹。张氏土司家谱现存有嘉庆十二年《张氏族谱》（民国元年张家冲张先泽抄本）、民
国《张氏族宗谱》、民国《张氏家谱》（鼠场祠分修谱）及黄平县重安镇《上马台张氏家谱》等谱牒
，此外在1996年合族新修的《张均公族系宗谱》汇集了历修《张氏家谱》的谱序、行迹及各种散轶碑
文，也提供了有关土司家族活动的重要线索。（3）清乾隆以来历修吴氏家谱三都地区吴氏人分布广
泛，自清乾隆以来一直有编纂简谱的传统。新修《洪武迁黔吴氏宗谱》及《中华吴氏迁黔宗谱》
是1980年以来三都县退休老人吴育平依据各种旧谱编修而成的宗谱，汇集了本地各个吴氏家族的各类
祖先传说故事，也不乏现代吴氏人对先祖故事的新诠释。参照新谱和现存各类吴氏旧谱材料，本文将
以吴氏个案重点分析现存乾隆以来分布于本地各个村寨的吴氏家谱和口述传说中祖先故事的变化，它
们典型地反映了本来自成体系的各支吴氏历史受到土司历史影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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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

编辑推荐

《土司政治与群族历史:明代以后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研究》：历史·田野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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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

精彩短评

1、缺乏理论训练，材料与结论之间几乎没有关联，论述没有层次
2、收到书，很不错，就是送货慢了一点，要从北京发货。同时建议卓越把书的目录和作者简介也p上
去，这样比较好。
3、一不小心买了三本，送两本给朋友吧。
4、写的实在不怎么样。序论和结语，观点、陈述重复好多次。
5、学术的观点不错，不过论述过程实在看不下去
6、真不晓得这个作者到底在说什么，完全的一头雾水
7、上编以正史文集方志碑文勾勒外部变动和内部重组双重变奏下数百年土司政治演变，下编由祭文
族谱小说口述讨论族群历史文化差异性建构。不仅体现“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传统规范，也折射“
有哪类材料说哪类话”无奈变通。自承未细论宗教仪式和生态环境，多着墨历史书写和集体记忆。
8、个人认为陈春声写的序：走向历史的现场，更加精彩！当然本书的研究让区域研究者有了更多的
思考、视角，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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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

章节试读

1、《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的笔记-第1页

        对一个这么小的土司地区的长时段研究较少，做到文献和实地材料相结合已不容易。
一点意见：从书中看出作者在当地呆过不短时间，可惜这种地方存下了的材料还是不够充足，有一些
问题还不能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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