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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司制度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委任当地族群首领担任

“土司”,世袭统治当地的一种政治制度.湘西永顺县属于土家族地区,唐以前为羁糜制

度,永顺土司制度发轫于唐天成三年,定型于后晋天福五年,以立溪州铜柱为标志.历

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而至宋、元、明、清,历时８１８年,世袭２７代,共３５位土

司王,鼎盛时期辖二十州,范围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省市边区,而且从未中断过,这种制

度延续之久,在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中是少有的.永顺土司的民族文化和代表性政治文

化特征,主要体现为地方社会治理与国家认同观念,永顺土司以身份职权认同确立国家

认同,以文化认同加深国家认同,永顺土司的国家认同观念,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

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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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７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３９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以湘西永顺县老

司城领衔申报的“中国土司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湘西永顺县老

司城遗址是西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土司遗址遗存,是中

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最具典型的民族古文化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远

的现实意义.老司城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民族自治制度发展的活标本.“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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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王坐司城,一统乾坤.修宫殿立午门,凉洞热洞砖砌成.依儿哟依儿哟,赛过

西京城.”不知起源于何时的这首民间小调至今依然流传在老司城.关于老司城

的繁华,史书曾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记载,
清贡生彭施铎更是留下诗篇«竹枝词»:“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

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极尽铺陈其繁花似锦.据介绍,著名画家、诗人

唐伯虎在明正德年间还慕名来过老司城.如今,辉煌已然谢幕,然老司城的系列

遗存以历史时空、社会背景、文化内涵、遗产属性、物质遗存等方面的典型特征与

相互关联,反映了湘西永顺土司制度历史及土司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见
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

一、湘西永顺土司制度源流

在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的管理分别设置了郡、县、乡三级管

理.如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可以证明,在今天的湘西自治州范围内明确记载有

“酉阳、迁陵”二县,迁陵县下辖三个乡,即都乡、启陵乡、贰春乡.〔１〕秦代乡里制度

主要是沿袭战国而来的,战国的乡如果从名称及形式而言远可追溯更早的时

期.〔２〕乡里的行政职能主要为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徭役征发,土地分配,解决矛

盾纷争等.在偏远的湘西２０００多年前地方基层管理就如此完备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秦朝的法律约束众多,处罚较重,多采用赀刑和赎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刑

罚可能起始于周的“五服之制”.湘西的“蛮夷”被列为要服,列入要服的蛮夷要

岁贡,没有岁贡侧修名,并派到远方劳作.赀刑是一种经济制裁,是当事人依法

缴纳一定财物的刑罚;而赎刑是不同与赀刑的经济制裁,它是一种替代刑.〔３〕赀

刑的适用罪名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执行方式包括赀

物、赀金、赀作三种,如云梦秦简中关于赀作的记载:“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

钱,何论? 赀徭三旬”.就是说,虽然只盗采了不值一钱的桑叶,就要被罚三十天

的徭役.由此可见“蛮夷要服”与赀刑和赎刑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秦汉时的法

律的严苛和对人民沉重的剥削,统治阶级对人民采取高压的政策,引起人民的强

烈反抗,最终是“自治要服者不至”的结果.
这一时期“湘西”时有寇乱,西汉时五溪蛮酋长田强不按期朝贡,拒受王莽赐

给的铜印,率武陵蛮起义.东汉建武二十三年(４７)五溪蛮渠帅精夫相单程起义,
领众据险,抗击官军,大寇郡县.东汉元嘉元年(１５１),五陵蛮詹山集众四千余人

起义,拘执县令,屯聚深山.三国时“五溪蛮”起义,吴奋威将军刘阳侯潘浚奉命

统诸军证讨.建兴三年(２２５)“五溪十八峒”起义,诸葛亮征讨.西晋建兴三年

(３１５),杜稻遣将王贡,联合五溪苗、瑶族人民以舟师截断官军水道粮运.南北朝

刘宋元徽二年(４７４),荆州刺史沈攸之勒索诸蛮捐税,群蛮怒,酉溪(今永顺、沅陵

等地)蛮王田头起义.南北朝齐建元三年(４８１),武陵蛮首领田思飘率蛮起义.
南北朝齐永明(４８３－４９３)黔阳蛮首领田豆渠、向宗头率众五千人起义.以上湘

西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官军多次征伐,终因不克,最后都采用和义军谈判,对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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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招抚.这种“剿抚并用”“以夷制夷”的军事方法,事实上说明长期以来对少

数民族统治观念“五服之制”已经宣告结束,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怀柔政

策———羁縻府州制.
唐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唐朝的民族政策是以开明、灵活多样而著称,在用

人制度上不拘民族,各族官吏待遇相同.唐朝民族政策是以羁縻安抚政策为主,
羁縻含有联系、笼络、牵制、管理的意思,在唐朝初期,武德二年(６１９),唐高袓李

渊宣布诏书,其中写道:“画野分彊,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华夏,是
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４〕在这里,唐高祖明确提出羁縻思想,其核心

就是中央对民族地区适度管理.唐太宗即位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施了这一

政策,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思想领域的联系,加强中原内地对少数

民族地区的影响,建立中央政权和少数民族地区比较稳定的政治关系,继承并发

展了这一思想,从而巩固和加强国家的统一.
唐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唐朝由盛向衰转折.尤其是公元８７５年黄巢起义

后,“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５〕唐王朝已名存实亡,这时群雄

四起藩镇割据,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和五代十国延续半个世纪的分立局面.湖南

节度使马殷修贡于梁,拜殷侍中兼中书令.这时马殷也乘机割据湖南建立了楚

政权,即封楚王.马殷乃仿效天子体制,“以谭州为长沙府,建国承制,自置官属,
后梁开平三年(９０９)七月,江西吉州刺史彭玕率众数千人奔楚,楚王殷表玕为郴

州刺史,为子希范娶其女”.乾化二年(９１２)二月,辰州蛮酋宗邺,昌师益皆率众

降于楚,楚王殷以邺为辰州刺史,师益为溆州刺史.时至“梁开平四年(９１０)吴水

军指挥吏敖骈围吉州刺史彭玕弟彭瑊于赤石,楚兵救瑊,掳骈以归”,〔６〕这次参加

救瑊的楚兵中有湘西土兵王氏参加.永顺«王氏族普»记录了这一事件.“其先

避秦奔楚之溪州,为古黔中地,即史成王熊绎所封之域也即今西古村也(永
顺王村)坐镇既久,乃得习其风俗,解其言语,探其巢穴,蛮众以此向化,立为蛮

长,原土人呼墨着王.适吴敖骈围赤石,瑊不能下,乞王氏相助,因得率溪州所部

蛮兵数千讨平之,朝廷遂迁瑊溪州刺史,后世竟有其地,王氏之力也,维时我明公

改授王家村长官司.”楚王马殷统治时期,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土民,内靖

乱军,外御强藩政策,使人民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梁开平三年,王重师

任溪刺史.经考:王重师,颖州长社人也,才力兼人,沈嘿大度,临事有权变,剑槊

之妙,冠绝于一时.天祐中,授雍州节度使,加平章事.数年治戎恤民,颇有

威惠.开平中,为刘捍所构,太祖深疑之,然未有以发其事.无何,擅遗裨将张君

练纵兵深入邠风,君练败北,太祖闻之,怒其专擅,因追而斩之.«通鉴»云:刘捍

至长安,王重师不为礼,捍谮之帝,曰:重师潜与邠、岐州通.“己已贬溪州刺史”.
«龙山县志»载:“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今邑之本洗罗、辰旗、董府、洛塔、他砂诸

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

瑊,谋逐吴著冲,著冲败走猛峒,瑊复率众击之,遂匿洛塔山.时有漫水司土官之

弟向伯林,骨肉不和,归瑊,瑊令伯林攻著冲,著冲困毙于洛塔石洞,之地酬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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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土归瑊”.
湘西彭氏自辰州刺史宗邺于乾化二年(９１２)率溪峒羁縻州投楚以后,彭瑊在

溪州土酋吴著冲下当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用私恩和武力相继征

服了吴著和惹巴冲,楚王马殷任命彭瑊为靖边都指挥使守溪州刺史.彭瑊卒,彭
士愁继位.但彭瑊何年卒,彭士愁何年继位不见于史.彭士愁继位后,勤于政

事,团结各部,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势力雄厚,这时由于楚王马希范“奢欲无厌,喜
自夸大,为长枪,饰之以金,可执而不可用.用度不足,重为赋剑,每遣使者行田,
专以增顷亩为功,民不胜租赋而逃.”〔７〕加上楚蛮边界之争,矛盾激化,导致溪州

战争爆发.天褔四年(９３９)八月下旬“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引溪、奖、锦州蛮

万余人寇辰、澧州,焚掠镇戌,遣使乞师于蜀,蜀主以道远,不许.九月辛末,楚王

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率衡山兵五千讨之.十二月,刘勍

等进攻溪州,彭士悉兵败,弃州走保山寨,(今王村镇九龙厅)石崖四绝,勍为梯栈

上围之.廖匡齐战死.天福五年(９４０)正月楚刘勍等因大风,以火箭焚保山寨而

攻之,士愁麾下逃入奖、锦深山,己末(２９日)遣其子师暠率诸酋纳溪、锦、奖三州

印,请降于楚,刘勍引兵还长沙.”
溪州之战虽然战败,由于五溪诸州连接十峒,彭士愁在诸蛮中仍具有较大的

影响力和号召力,妥善处理溪州之战的善后事宜,不仅彭士愁会感恩戴德,归顺

马氏,而且对湖湘周边蛮夷有着不可低估的示范效应.因此马希范复表彭士愁

为溪州刺史,采用建铜柱盟誓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溪州之战后,由于楚王明

确表示“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

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亡推诚,可以玄鉴.”从此,溪州

只要承属楚国的羁縻州,毋须承担任何经济义务,亦不必服兵役,给予溪州政治、
经济、军事上的完全自治、自主的权利.

在宋朝,羁縻州、县、峒的土官世袭,由都督府辖各蛮酋会议,从子、孙、弟、侄
或亲党中确立继承人.如:“建隆四年(９６３)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赟等

列状归顺.诏以允林为溪州吏,洪赟为万州刺史.允林卒,以其子师皎代为刺

史”.〔８〕可见在溪州刺史继位中,亲党田洪赟曾继彭师裕溪州刺史之职.继承人

确立之后,其后连名确保,报告给钤印司.但是朝廷对继承者是否有才能统率蛮

人,需经过五年的审核,断定其确实适合继承,才由安抚司上奏(庆历三年,湖南

始置安抚司),最后由朝廷赐给敕告和印符.“旧制,溪峒知州卒,安抚司为奏给

敕告”〔９〕这段史料,说明了湘西土司死后承袭办法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承袭者是

以子、孙、弟、侄、亲党顺序遴选的,但要试用五年,在试用期内观察其才能表现,
由朝廷正式赐给敕书.

由此可见,宋朝羁縻州世袭任职办法,有利于中央王朝从政治、经济、文化上

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客观上标志着湘西土司制度已基本形成.
«永顺县民国十九年县志»载:“永顺禹贡荆州之域,战国属楚,秦为黔中

郡,汉属武陵郡”.汉代永顺王村设酉阳县.汉高祖五年(前２０２)设武陵郡,郡
—５１２—

湘西永顺土司的社会治理与国家认同



下属十三县.«汉书地理志»记有:酉阳县郡属之一,酉阳的治所就在王村.今

王村汉墓出土文物,证实了王村设酉阳县属实.秦汉时老司城是一个小集镇(五
代以前,老司城称旧司城).居住在司城及郊区的大姓有田、秦、向、王、张、彭等

几十个姓氏.哪个姓氏是这里土家族先民酋长,有待考证.八蛮是生活于酉水

流域的一个部落群体,因其有八个部落或八个峒而得名,今土家族一般俗称为八

部大王.各部首领均有名称,据摆手歌所载,为熬朝河舍、西梯佬、里都、苏都、那
乌木、拢此也所也冲、西可佬、接也飞也那飞列也.其事迹罕见于史载,主要出于

民间传说或出土文物.据八部大王庙残碑(藏于湘西州博物馆)载:“首八峒,历
汉、晋、六朝、唐、五代、宋、元、明,为楚上游故讳八部者,盖以咸镇八峒,一峒

为一部落.”汉晋时代,酉水流域的八部大王分布又是怎样也难定论,直到宋、齐、
梁、陈之时才有了记载.«永顺县志民国十九沿革»中载:“梁始置大乡县,案唐

魏徵随书地理志大乡梁置,府志谓大乡今永顺地是也.而辰州府志载永顺司梁

为福石郡其说不经.陈曰灵溪县(５５７),灵溪之名原于此.唐天援二年析辰州置

溪州,领县二,大乡、三亭.唐天宝初年(７４２)改为灵溪郡,乾元初年(７５８)复为溪

州.”
最早为梁武帝(萧衍)天监年(５０２)设福石郡,无疑是以福石山而命名.陈设

灵溪县,是以灵溪水而得名.这就证实设灵溪县,设置大乡县或是设立福石郡,
县府、郡府都指老司城.当时的溪州领地应是今日的永顺,包括龙山、桑植、古丈

为大乡,这应是大乡的来历.保靖为三亭.永顺弄塔«王氏族谱»载:“其先避秦

奔楚之溪州,古为黔中地.因避南来,先入蛮地,立居于王村,结草为庐,羁栖于

此.于蛮驯者抚恤之,冥顽者诛戮之,然后征八蛮,平九荒、定五溪.”
后晋天福五年,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爆发了溪州之战,战争结束以

后,进行和谈,溪州铜柱刻有楚王马希范与土司彭士愁和谈盟约.自此以后,在
长达８００年时间里,湘西永顺土司王朝与中原王朝基本上相安无事.清雍正年

间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湘西永顺土司地方政权和平移交,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二、湘西永顺土司的社会治理

«明史湖广土司»载:“永顺宣慰使顺德汪伦、堂厓安抚使月直遣人上其所

受伪夏印,诏赐文绮袭衣.遂置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隶湖广都指挥使司.领

州三,曰南渭州、曰施溶、曰上溪长官司、六峒、曰腊惹峒、曰麦著黄峒、曰驴迟峒、
曰施溶溪、曰白崖峒、曰田家峒”.〔１０〕永顺土司至明洪武五年,升宣慰使司,并赐

印章、冠带,在辖区上进行了调整,保靖已分出独立设置宣慰使司.今永顺县东

南腊惹峒、麦著黄峒、驴迟峒、施溶溪,在元朝时隶属于思州(今贵州铜仁思南地

区),明洪武五年调整为永顺宣慰使司管辖.此次区划调整,改变了元朝管理区

域分散的弊端,使管理逐步趋于合理科学.永顺宣慰使司自洪武五年至雍正五

年改土归流止,领三州、六峒,包括今永顺县、古丈县、龙山县的大片区域.
湘西永顺土司自五代后梁开平四年(９１０),彭瑊为溪州刺史开始经营世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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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五代晋天福五年(９３７)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立溪州铜柱铭誓起,以
彭氏为首,据有湘西南北两江(沅水自辰溪以上,包括各个支流称南江,酉水及其

支流称北江)和澧水、溇水流域一带,彭氏主要地区在北江.他们自置官吏,拥兵

自统,世代承袭,在五代和宋则称刺史或知州,入元以后则称宣慰使、宣抚使、长
官等司,统称土司.

彭氏为湘西众土司之长,史称:“北江诸蛮,彭氏为大.”他是在晋天福前就雄

长于五溪地区的了.铜柱记称:“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
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溪州铜柱的树立,客观上起到了稳定溪州地

区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确保了彭氏土司八百年的稳固统治,直到清朝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改土归流”才宣告结束.
据«永顺县志»记载,永顺在春秋时期属楚巫中地,战国属楚黔中地,秦为黔

中郡,汉置酉阳县,故城在今王村镇,王村是当时土家族“土王”居住的地方,历有

“楚蜀通津”之称.吴永安六年(２６３),魏诱诸蛮效忠于魏,并进攻酉阳,即今王

村.梁改大乡县.周天授二年(６９１),设溪州,天宝元年(７４２)改为灵溪郡(以猛

洞河支流灵溪水而得名),故城在今老司城.乾元元年(７５８),又复为溪州.五代

时彭士愁置永顺州,宋为羁縻州,元置永顺州,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升为水顺宣慰

司,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改土归流后置永顺府永顺县,并迁建县城于猛洞河畔,即
今永顺县城.

唐末爆发农民起义,唐地方政权崩溃.溪州土家族首领彭瑊崛起,逐渐统一

酉水流域各部族,后联合漫水(湖北来凤)土官之弟向伯林等,以武力赶走老蛮头

吴着冲,并将其困死于龙山洛塔山洞,随后相继征服惹巴冲等土酋.彭瑊基本上

统一溪州土家族地区后,于后梁开平四年(９１０)为溪州刺史(辖现在的永顺、龙
山、保靖、古丈等地).彭瑊死,其子士愁继位,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彭氏逐渐强

盛,拥有上、中、下溪州,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靖、感化、永顺及懿、安、远、新、
洽、富、来、宁、南、顺、高等２０州,为南北江(沅水、酉水)靖边都誓主,设都城于会

溪坪(酉水河岸),用木栅围城,谓誓下州.后晋天福四年(９３９),彭士愁率锦(今
麻阳)、奖(今芷江)和溪州诸蛮万余人征战辰、澧二州,楚王马希范派刘勍、廖匡

齐率大军镇压,史称溪州之战,彭士愁据险与楚军作战,击毙楚军将领廖匡齐.
天福五年(９４０),刘勍增兵围剿,切断彭军水运粮道,彭军战败,退守锦、奖.彭士

愁遣次子师杲携带溪、锦、奖三州印绶,与楚议和结盟,立铜柱于会溪坪野鸡坨

(因修凤滩电站迁至王村镇).铜柱镌刻溪州之战的经过及双方盟约条款,彭士

愁仍为溪州刺史,取得合法地位,为其政权统治溪州八百余年奠定了基础.
溪州之战的结局,从表面上看,彭士愁主动求和,似乎是失败者,但从双方签

订的盟约来看,彭士愁不论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权益.诸如:
楚国对溪州属地不征赋税;不抽兵丁;楚国军人和百姓不能随意进入溪州;彭士

愁属下的各部落酋长如有冒犯朝廷之处,只能由彭士愁科惩,楚国不能发军攻

讨;彭士愁溪州刺史的职务亦由楚国王朝任命等等.这些条款明显地有利于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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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愁,不仅为其统一酉水流域建立传世八百余年的小朝廷奠定了基础,而且使酉

水流域的社会秩序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

的发展,符合当时酉水流域人民的利益.
彭士愁,五代十国时溪州割据政权的首领和湘西土司制度的缔造者.彭士

愁能在湘西站稳脚跟,并开创土司基业,其成功之处在于广施仁政.对此南楚国

王马希范的智囊李弘皋«复溪州铜柱记»作了充分肯定:“溪州彭士愁,家总州兵,
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非德教所加,岂简书而可畏! 亦

无辜于大国,亦不虐于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处.”
湘西永顺土司正确处理与中央、与周边少数民族、与境内民众的关系,在长

达８００年时间里,永顺土司社会一直较为安定,永顺土司堪称世代忠良,他们为

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湘西永顺土司的历史功绩

历史上永顺土司受当时中原王朝的差遣,组织军队参加各种战役,他们驰骋

天下令对手闻风丧胆,立下了赫赫战功.历史上永顺土司以战功卓著彪炳史册,
协助国家平息了全国各地的无数次叛乱,仅史料记载的就有１００多次,每次出

兵,少则几千,多则３万,广西、贵州、云南、湖南、湖北等地都留下了湘西土司平

叛的足印.对此张廷玉«明史»给予了充分评价:“诸土司初无动摇,而永、保诸宣

慰,世席富强,每遇征伐,辄愿荷戈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雄.
嘉、隆以还,徵符四出,而湖南土司均备臂指矣.”每当国难当头,他们总是冲锋在

前,其中最辉煌的是明代永保土司协助国家抵御外族入侵,取得东南第一战功.
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至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爆发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抗日

援朝战争,这是决定东亚三百年格局的关键一战.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共计

消耗银近八百万两,出兵数十万,反复与日军拉锯战,最终异常艰苦地赢得了这

场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万历三大征之一.在最关键的露梁海一战

中,永保土兵奋勇杀敌,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世功勋.万历四十四年

(１６１６)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建立后金,开始连连发动

对明朝的进攻.１６１９年萨尔浒一役(战场在今辽宁抚顺以东),永顺、保靖土司

与石柱土司秦良玉各出兵３０００,但全部壮烈殉国.时保靖土司彭象乾与其弟彭

象洲,子彭鲲、彭天佑率８０００亲兵,分别于１６１９年和１６２０年,从湘西出发,再一

次抗金援辽,战于浑河(今辽河).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明中央军不战而退,
只有湘西土兵与敌军展开了数十次殊死的战斗,直到最后弹尽粮绝,全军皆殁.
彭象乾的弟弟和两个儿子也都光荣牺牲.

明代,永顺土兵受明王朝调遣,戎马倥偬,积极为国分忧,参加大小战斗有:
明洪武十二年,时永顺宣慰彭添保讨伐大小铅厂;二十三年,讨伐安福(今桑

植).
宣德七年,时永顺宣慰彭仲讨伐大下荷逢等处有功,累加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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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十四年,时永顺宣慰彭世雄讨伐清浪;景泰元年(１４５０),讨伐五开、铜鼓

(今贵州黎平、锦平);天顺二年(１４５８),讨伐贵州东苗,复从征交洞,途次逢疾,其
子瑄早死,乃命其孙显英代领其众有功.

成化元年(１４６５),时永顺宣慰彭显英讨伐广西浔州大藤峡.二年,征襄阳流

民.荆襄上游,地界秦、豫、楚之间,多旷地,饥民徙入据之,常抗朝令,终元之世

不能制.至是有李某称平王,附之者百万人,明宪宗乃诏总督项忠、湖广总兵李

震讨之,项忠调永顺、保靖土兵赴战,并入山招降,降者４０万人.
成化三年,兵部尚书程信调永顺、保靖兵征都掌蛮(今四川兴文县).
弘治五年,时永顺宣慰彭世麒讨伐施州银山岭,六年征贵州都匀,七年,因为

功勋卓著晋升昭勇将军,南渭州彭惹即送随彭世麒征四川有功,进散官一级,赐
蟒服.十四年,蒙古小王子(即蒙古大王)率军大举南侵,世麒请率兵一万赴陕北

助讨,部议不可,并赐奏事人路费钞一钱贯,免其明年朝觐.十五年,调征贵州普

安贼妇米鲁.普安土司隆畅,父子不睦,畅有妾名米鲁以罪见逐,依畅子礼同居,
与其部阿保谋不轨,畅诛礼,阿保助米鲁攻畅,杀之.镇守太监杨友讨之,大败.
乃命南京兵部尚书王轼督军进讨,永顺土兵从征有功.

正德元年(１５０６),以世麒从征有功,赐红织金麒麟服进马谢恩.二年,进马

贺立中宫,命给赏如例.六年,四川蓝廷瑞、鄢本恕等倡乱四川,乌合十万余人,
称扫地王,置２８营,攻城杀吏,流毒黔楚,总制尚书洪钟讨之不克.蓝廷瑞以女

结婚于永顺土舍彭世麟,希望作为彭世麟入伙,世麟伪许之,因与约期,蓝廷瑞、
鄢本恕及王金珠等２８人皆来会,世麟伏兵围之,保靖司彭九霄配合,擒斩及溺死

者７００余人,总制、巡抚以捷闻,是役世麟为首功.七年,河南刘惠、赵燧、刘三等

反,都御使彭泽、咸宁伯仇钺讨之,参将冯珍战死,刘等自遂平趋朱皋镇,世麒子

彭明辅及都指挥使曹鹏击败刘三于颖州,捷闻,命永顺宣慰格外加赏,给明辅诰

命.
万历元年(１５７３),湖广、广西两巡抚会调永顺兵征广西瑶,大破之.
彭养正,守忠子,万历元年袭司职,１２岁,同年率兵４０００人及家丁１９００人

征广西怀远,二年抵独坡营,亲督把舍彭禹臣,分兵设伏,出奇制胜,受到时湖南

总兵官平蛮将军怀宁侯孙口牌的称赞.
垓下之战时刘邦组织的四面楚歌动摇了项羽的军心,明代永保土兵也偶尔

将歌舞用到平叛行动中.据«龙山县志»载,某土司于明时调征广西,一城池攻不

下,土司命士兵扮女装,连臂喧唱,为靡靡之音,于是守城者竞集观之,流荡无坚

志,土司以精兵潜入后门,跃而入,遂克城,归后,演为歌节,盖亦蹈吟武功之意.
清雍正年间,对西南土司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西南土司大都予以抗拒,与清

廷发生流血冲突,但湘西永顺土司彭肇槐上奏主动请求改土归流,顺应时代前进

步伐.

—９１２—

湘西永顺土司的社会治理与国家认同



四、湘西永顺土司的国家认同

(一)以身份职权认同确立国家认同

土司都是借助中央政权来进行身份认定,从而确立自己权力的合法性,提高

其统治权威.中央王朝并不直接统治这些边疆地区,土司在其辖境内世代传袭,
自行管理民族事务,具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性,形成小范围的“家天下”政治格

局.由于元明时期国力强盛,土司一方面迫于强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臣服于中

央政府,另一方面得到中央政府的册封,有强大的皇权作为后盾,借以提高自己

在本地区的威信.基于此,土司往往主动寻求中央政府的册封和授职,并积极地

朝贡纳赋、征调平叛,在政治上尽可能地靠近中央政府,以中央权威加固自身的

统治地位;同时,册封则进一步确定中央政府和土司地区的“君臣之位”.
永顺彭氏土司,早在唐末即以溪州之役,确认了其政治地位和管辖领地,为

彭氏在溪州八百余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１３世纪,蒙古大军的铁蹄横扫南中

国,在强大的武力威慑下,彭思万率众降服,«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三十年,
“永顺路彭世强等九十人,各授蛮夷官,赐以玺书谴归.”〔１１〕彭世强的率先归

附,使得元朝对永顺彭氏礼遇甚高,据«明史地理志»:“元至元中置永顺路,后
改永顺保靖南渭安抚司.”〔１２〕可见元廷审时度势,权衡之下,很快便将永顺路改

为安抚司,于湘西诸土司之中,地位颇高.元明鼎革之际,永顺土司于洪武二年

归附明朝,朱元璋初授彭天宝为“安抚司”.洪武四年,为稳定湘西的政治局势,
实行“以原官授之”的政策,升永顺为宣慰司,领三州六长官,成为湘西土司的主

要组成部分,洪武二十七年,在“更定藩国朝贡仪”的记载中,大部分土司已经湮

没无闻,永顺彭氏是湘西土司中幸存的两家之一.
明代是永顺彭氏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均非常雄厚.军事方

面,其土兵多次听从朝廷调遣,东征倭寇,北抗满洲.史载:“(嘉靖)三十三年冬,
调永顺、保靖兵协助剿倭寇于苏松.明年,永顺宣慰使彭翼南统兵三千,致仕宣

慰使彭明辅统兵二千,会于松江.时保靖兵败贼于石塘湾,永顺兵邀击,贼奔王

江泾,大溃.”并称“倭为夺气,盖东南战功第一云”.〔１３〕经济方面,香港学者谢晓

辉从彭氏献木角度出发,认为永顺彭氏的财富因大木开采而大增.据统计,仅正

德、嘉靖年间,永顺彭氏所贡大木就达七百余根.这些楠木体积巨大,按照朝廷

严苛的标准进行挑选,从道路崎岖的武陵山区辗转运送到北京绝非易事,这一方

面说明永顺土司经济实力之雄厚,另一方面也说明彭氏勤于职贡,自觉遵守朝贡

礼仪,承认君臣主从关系,心悦诚服地臣事明朝,直至清代改土归流,永顺土司自

请改流,其恭顺的态度使得清廷对彭氏的处置非常宽松,末代土司彭肇槐被授苗

疆参将,赐爵“拖沙喇哈番”并世代承袭.可以说,永顺彭氏在以时朝贡,保疆固

土方面,明尊卑,知礼仪,恪守为臣之节,自觉融入了“华夷一统”的国家观念中.
(二)以文化认同加深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西南诸地土司所辖疆域,基本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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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数民族,永顺土司是土家族的首领.中原王朝自古以来便有华夷分野的观

念.«左传定公十年»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孔
子作春秋大义,提倡华夷之辨,不强调以种族为标准,而以文化礼仪作量度.正

是在这样的文化观念中,中央王朝将教育视为政治教化的最佳手段,«礼记王

制»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郑玄注云:“教谓之礼义,政谓之刑

禁.”〔１４〕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为内核的,表现在伦理政治方面,最重要的是一

种德性权威,这种权威往往需要内植于人心,外推至于政治,才能保障政治框架

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一点明太祖朱元璋领悟颇深.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贵州普

定军民府土官者额朝参辞归时,太祖特下诏谕:“王者以天下方家,声教所暨,无
间远迩,况普定诸郡,密迩中国,慕义来朝,深可嘉也.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
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立而归,
可以后使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１５〕在朝廷的大力推动下,西南诸地土司也

自觉接受中原文化,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中,礼治与等级观念逐渐渗入土司制度与

文化中,文化认同的升华便是国家认同的进一步加深.
湘西永顺土司的文教事业发展鼎盛时期主要是在明代,如前文所述,明太祖

立国不久即诏令土司子弟必须入国学受业,否则不准承袭.明太祖洪武二十八

年(１３９５),朱元璋诏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仪,治之则激,纵之

则玩,不予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

秀者以教之”〔１６〕.明王朝秉持移风善俗,应以礼为本、以教为先的政治思路,在
土司上层强制普及儒家教育,在这种大环境下,此前实行“蛮不出峒,汉不入境”
的湘西永顺土司,也开始建立书院,大力办学.文教之兴,使得土司地区社会上

层的儒家素养显著提高,如明正德年间,永顺土司彭世麒著有«永顺宣慰司志»,
对其世职、山川景物等都有记载,这部著作是永顺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书,乃是

研究湖广土司制度的重要著作之一.彭世麒之子彭明道“不慕荣利,隐居于白竹

山,著有«逃世逸史»”,并且彭明道“工诗画”〔１７〕,其艺术造诣颇高,作为权贵子

弟,彭明道的超然物外,很有几分魏晋名士之遗风;再如明武宗正德年间,永顺土

司彭明辅曾就学于辰州,是辰州卫学学生,接受汉家礼仪习俗教育.现存于土司

城的若云书院则是永顺土司彭元锦所建,彭元锦自幼就学于酉阳,“儒学有才

名”,明神宗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在老司城建若云书院.让其子弟入书院就读,聘
樊子珍、张天佑等为教谕,若云书院遂成为土司子弟接受儒家教化的专门学校.

上述列举虽未能对永顺土司进行全面考察,但是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现

存的土司城遗址考察中,可以看到永顺土司的文化修德的确获得较大的提高,从
土司到上层人士,对儒家文化都保持着一种崇敬的态度,在与外界士人的交往

中,亦不再封闭在狭窄的土司地区,文化视野的开阔,也使得永顺土司与中原核

心文化圈愈加靠拢.
综上所述,中央王朝对永顺土司推行文教的初衷是“以夏变夷”,但是永顺土

司在与中原文化不断融合过程中,也逐渐提升了自身的儒家文化素养,而儒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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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念便是“仁”与“礼”,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让臣民明尊卑、别等级,如此便可以崇皇权、抑权臣,以
礼治柔和缓的方式建立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可以说,经过儒家文化的长期浸

染,土司文化中对中央王朝的臣服和忠顺已经深入骨髓.在清廷的改土归流中,
永顺土司自请改流,探究其深层原因不仅在于当时清政权的强悍有力,永顺土司

对儒家文化的深度认同和融合,也使得永顺土司的国家观念空前加强,国家认同

感进一步升华,十分自觉地维护国家大一统.

五、结　语

历史上湘西永顺土司正确处理与中央、周边少数民族及境内民众的关系,在
长达８００年时间里,永顺土司社会一直较为安定,永顺土司堪称战功卓著、世代

忠良,为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湘西永顺土司的国家认同

观念主要体现在土司上层的“家国同构”的政治实践中,具有家族认同、民族认

同、国家认同等文化多样性.改土归流后,随着各民族人民生产方式交流的加强

与活动半径的扩大,永顺土司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得到空前加强,民族融合的

广度与深度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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