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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南炳文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５～１８日是中国明史学界甚至是全世界明史学界难忘的四天。在这四天中，来
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２００多名
明史学者，欢聚在山清水秀的中国文成，共同举办参与了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５日恰逢明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刘基诞辰７００周年，为了纪念这位
卓有贡献的历史名人，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刘基进行深入的研讨，于是会议的确切名

称成为 “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刘基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办者除中国明

史学会外，还有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承办单位则为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文成

县委、文成县人民政府、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等。中共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曹国旗、温州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仇杨均、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何向荣、文成县人民政府县长汪驰、中共

文成县委副书记麻胜聪等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

这次研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与会者不仅会老友，畅叙情谊，结新知，更增高朋，更重要的

是深入交流了学术研究的心得，展示、总结了近两年来各自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在互相启发的

过程中，使今后的研究目标进一步明确起来。２０１２年５月出版的 《明史研究》第十二辑，是纪

念刘基诞辰７００周年专辑，其中收有探讨刘基家世渊源、治国理念、思想特点、历史贡献、文学
成就等的论文２１篇，这正是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提交的有关刘基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展
示。现在已经汇编起来即将印出的这本 《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则是学者们提

交到这次研讨会上，除刘基研究之外的其他明史研究的大部分论文。它共收有论文７５篇，凡
１００多万字，涉及了明代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军事、人物、思
想、文化、文献等十多个领域，其中或提出了新课题，或发现了新资料，或发表了新见解，反映

出了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后两年间明史研究的新进展。它是一桌丰盛的美食，可供

读者尽情享用，从而陶醉其中，而其体现出的老年明史工作者宝刀不老、中青年明史工作者已发

挥主力军作用之情景更使全体明史工作者深感自豪，对自己深爱的事业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在这

里，舌笨笔拙之本人不用再加进一步论述和介绍，诸位读者一看本论文集的目录，便当能充分体

味出这次研讨会的学术成果是多么的丰富和可贵。

这次研讨会之所以取得成功，无疑是全体与会明史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中国明史学会与

温州市、文成县之合作办会，温州市和文成县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对这次研讨会给予了大力支持，

不能不说是又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为了发掘温州市和文成县历史文化底蕴，展现其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总结其不断开拓进取

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提高其知名度并增强其文化软实力，利用刘基诞辰７００周年的契机，广大明
史工作者和温州市、文成县的干部群众，基于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了一起。大家通力合作，要钱有

钱，要人有人，双方各尽所能，将研讨会安排得热烈而有序，温州市和文成县达到了以文化活动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明史工作者则不仅实现了开好研讨会、促进学术发展的愿望，而且得

到将自己的专长用于服务地方发展的机会，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是名符其

实的互利双赢。这是历史学科学术研讨会的一种好模式，其主要特点在于结合地区、部门的具体

１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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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以与特定地区、部门有关的专项历史课题探讨为抓手，由历史学者与地区、部门的领导和

群众共同举办。自１９８３年中国明史学界在无锡举办第一次大规模的明史学术研讨会以来，到
２０１１年在文成举办这次研讨会为止，２８年中，明史学界举办的每两年一次的大型会议实际已有
十五次。这些大会大多由专门的科研机构或高等学校单独主办，另外采取明史学会与地区领导群

众共同举办模式的共有四次，包括１９９５年的凤阳会议、１９９９年的石门会议、２００９年的湘潭会议
和这次文成会议。这四次会议，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这种好模式是中国明史学会全体会员

在历届会长王毓铨先生、刘重日先生、张显清先生领导下的集体创造。这次文成会议，正是继承

和沿用了凤阳会议、石门会议、湘潭会议的好作法。今天当我们为文成会议因采用这种好模式获

得成功而欢欣鼓舞之时，不能不对创造这一模式的历届老会长和老会员，心怀无限的感激和敬佩

之意。当前，我们的国家处在和平安定、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大好时期，各项文化事业获得了繁

荣推进的难得机会，明史研究也应更上层楼。为了明史学术研究的更快发展，明史工作者应该着

手的事情千头万绪，而力争继续利用学会与地区部门领导群众共同举办的好模式，开好以后的明

史学术研讨会，当是不可忽略的一项重要事情。

本论文集的编辑工作，由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会工作班子委托中国明史学会秘书处具体办理。

中国明史学会名誉会长张显清先生、原副会长林金树先生、会长商传先生以及 《明史研究》编

委会的诸位委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会工作班子的诸位成员等，都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对编辑

方案的制订等，付出了许多心血。特别是中国明史学会秘书长张宪博先生，带领秘书处诸先生，

同心协力，从联络、统筹到编辑的各个环节，精心计划，细致处理，力求尽善尽美。在此对上述

先生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论文集篇幅宏大，作者来自五湖四海，行文表述方式各异。出于

对作者的尊重，出版时对他们因国籍和地区不同等原因而形成的不同表述方式，没有做统一的修

订，基本保持原样。

在学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明史学会近几年的工作，继承、发展着前辈开创的好传统，

呈现出令人高兴的好势头，祝中国明史学会及明史研究事业今后不断取得新成就。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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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香的遗产
———明代政治文化外缘区域社会秩序建构的一个案例

赵轶峰

奢香是贵州人民耳熟能详的一位历史人物，她作为贵州土司之一，① 在公元１４世纪后期明
朝中央权力初建的时代，为处于当时中华文明圈西南边缘区域的彝族等少数民族社群与明朝国家

管理体系构成差异共生的秩序状态作出了贡献，从而成为后世歌咏纪念的人物。对于这样的一位

历史人物，已经有许多学术研究、文艺性的重述，更有许多民间的口头传说。不过，梳理这些关

于奢香的记忆和描述，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基本事实在众多形态的记述文本中显得线索不清，有

一些重要的历史文化含义尚未得到讨论。本文的第一部分简要梳理、回顾奢香事迹的梗概，包括

对一些记载差异的史实进行辨析，为稍后的讨论约定史实判定的基础。第二部分讨论明初中央政

府对于贵州，尤其是奢香所在的水西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指出，朱元璋与马烨等封疆大吏对于

建立西南地区社会秩序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异，体现出两种处理文化社会边缘区域秩序建构问题的

理念，朱元璋的方略具有更深远的借鉴意义，其间对流传最广的田汝成版奢香故事建构的主观因

素，也做了补充考察。第三部分讨论奢香作为一个彝族女性在贵州地方社会扮演的重要角色，与

内地女性常规角色形成的巨大反差以及这种反差的含义。

一　奢香事迹之梗概

奢香故事，经６００多年演绎流传，版本甚多，初欲理析，甚为困难。此种情况下，较为可靠
的方式，还是依照文本出现距离奢香本事发生时间之远近加以排比，然后推究其实际情况。现存

奢香史料分为３大系统，一为明清官方文献记载；二为明清以来私人撰述记载；三为地方遗迹与
流传说法。官方文献记载时间定位较明确，相关事项也较清晰，然笼统而细节不清。私人撰述多

细节，然而主观意识渗透更为随意，情节渲染而难以确认。地方遗迹与流传说法则待实地考察判

断。故此处主要使用前两种文献加以考察。

现存记载奢香故事的史料之时代最早者，仍为 《明太祖实录》。现存 《明太祖实录》是朱棣

篡位后由姚广孝负责就建文时期已经编成的太祖实录修改而成，故定本于永乐时期。其中改窜部

分，主要为与朱棣出身及篡位相关者，从逻辑上说，应与关于奢香的记载牵涉不大。《明太祖实

录》直接记载的奢香故事片段如下：

１洪武十七年 （１３８４）二月： “贵州宣慰使霭翠妻奢香率所属土酋来朝，贡方物，诏赐文
锦、绵帛及珠翠如意冠金文绮袭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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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贵州土司制度及其演变情况，参阅温春来、黄国信：《改土归流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以贵州西北部地

区为例》，载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７６卷，２００５年６月号。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洪武十七年二月乙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



２洪武二十年 （１３８７）冬十月：“贵州宣慰使霭翠妻奢香等进马二十三匹。”①

３洪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春正月：“思州宣慰使田琛遣长官杨通显、王思
!

，贵州宣慰使霭

翠妻奢香遣把事阿白等进马，赐钞有差。”②

４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六月：“贵州宣慰使安的以袭职遣把事阿孔等奉表贡马二十二疋谢
恩。上曰：安的居水西，最为诚恪。命礼部厚赏其使及其从人钞有差。”③

５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十二月：“思州土官黄福荣、建昌土官玉衍、贵州宣慰使安的、普
定卫安顺等州长官来朝贡马。”④

６洪武二十五年 （１３９２）春正月：“前军都督佥事何福讨云南都匀所部九名九姓等处及毕节
罗罗诸蛮……遂禽蛮酋，戮之。又分兵捕，诸蛮皆遁散。因筑堡其地，屯兵镇守，乃进兵征五开

等处蛮洞。时福又遣人奏：故宣慰使霭翠妻奢香亦桀骜不服，请并讨之。上以其非稔恶，

不许。”⑤

７洪武二十五年 （１３９２）冬十月：“水西宣慰使奢香遣其子妇奢助及其把事头目允则、陇住
等来朝。贡马、谢恩。诏赐奢香银四百两、锦绮各十疋、钞五十锭；奢助、允则、陇住等锦绮钞

有差。”⑥

８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春正月：“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群臣。朝鲜国权知国事李成桂
遣同知密直司事卢嵩，安南国遣大夫阮宗亮，广西思明府土官知府黄广平……水西女土官奢香

……各遣使贡马及方物。”⑦

９洪武二十九年 （１３９６）六月： “贵州宣慰使安的贡马谢恩，以安的母死，朝廷遣使祭之
故也。”⑧

上述记载中可见关于奢香的事实大要如下：奢香于洪武十七年 （１３８４）二月首次以贵州宣
慰使夫人身份入南京贡方物并受赏赐。后来分别在洪武二十年 （１３８７）、洪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
两次遣使者入京进贡马匹。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奢香子安的袭职。洪武二十五年 （１３９２），
时任前军都督佥事何福入奏奢香桀骜不服，请用兵征讨，朱元璋不许。同年冬季，奢香遣其子妇

等入朝贡马并得赏赐，实录称其为 “水西宣慰使”，其后入贡不绝。洪武二十九年 （１３９６），奢
香去世。

这些记载中，已经可见奢香在洪武时期与明朝中央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基本情况，以及奢香

本人在明初中央与西南地区关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可见奢香与明朝在西南的军事首脑之

间，曾发生矛盾，幸而朱元璋并未信从西南军事首脑的建议，从而保持了明朝与奢香所在地区的

良好关系。此中并未见马烨鞭笞奢香及奢香入京故事情节。内中记载，奢香子安的在洪武二十四

年 （１３９１）袭职，但其后的记载中提到奢香时称 “水西宣慰使”、“水西女土官”，称其子则为

“贵州宣慰使”。其中关系，当是霭翠去世后，其子安的承袭其贵州宣慰使之职，奢香以 “故宣

慰使霭翠妻”名义实际掌握权威。洪武二十五年 （１３９２）之后，奢香另有 “水西宣慰使”职位，

当是明朝表示对其本人功绩认可的结果。

查明实录中关于马烨的记载如下：

２ 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癸酉。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洪武二十二年春三月壬午。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乙丑。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五，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乙未。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庚申。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四，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八月辛丑。按 《明史》卷三一六 《贵州土司》中亦称： “二十九年，香死，

朝廷遣使祭之，的贡马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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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洪武十九年 （１３８６）十二月己亥：“番寇作耗，岷州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佥事马烨遣千户张
广率阶文等处官军击之，追至野麻峪针条岭，杀获三百七十人，余众溃散。”①

２洪武二十一年 （１３８８）二月癸丑：“长兴侯耿炳文承制遣陕西都指挥同知马烨率西安等卫
兵三万三千屯戍云南。”②

３洪武二十一年 （１３８８）冬十月：“置泸州、赤水、层台三卫指挥使司。时陕西都指挥马烨
征南还，言泸州与永宁接壤，乃诸蛮出入之地，宜置守兵。遂从其言，调长安等卫官军一万五千

二百二十人，分置各卫。”③

４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八月：“置永宁至沾益州邮传四十八。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巡示所
置邮传未有邮卒，请以谪戍军士应役，每十铺置百户一人总之，就屯田自给。从之。”④

５正统四年 （１４３９）闰二月己丑：“湖广、贵州总兵官左都督萧授自贵州班师，苗贼佛保等
?集其党千余复肆攻劫，沅州卫千户黄端、百户徐瑾等领所部百余分哨，皆为贼所害。指挥王质

等策应，杀贼九人，生擒三人，贼乃遁去。巡按御史时纪等劾奏授及都指挥马烨于班师之际不设

方略、留兵备御，以致贼势复张，杀害官军，乃妄称质杀退苗贼，掩饰己罪，皆当逮治。上曰：

授罪诚如纪言，但先已有敕责其用心设法，相机抚捕，今姑识其罪，都察院其以朕命谕之。”⑤

这些记载中可知，马烨于洪武二十一年 （１３８８）从陕西调往西南，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
时为在任贵州都指挥同知。正统四年时，仍有名马烨者在军中，官都指挥。但该年距离洪武十九

年 （１３８６）马烨任岷州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佥事时已经相距５３年之久。假定马烨当年２５岁任指挥
佥事，到正统四年 （１４３９）也已经是７８岁。这虽然仍在人寿可能范围之内，但此马烨非彼马烨
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且，台湾史语所校勘本明实录校勘记中注明，《明英宗实录》正统四年内

所记 “马烨”在抱经楼本中写作 “马?”，故不能排除正统年间在西南军中的不是马烨而是马?

的可能。如正统时期的马某与洪武时期的马烨并非同一个人，则马烨因与奢香冲突而被明太祖惩

治的可能性增大。明实录中对马烨与奢香冲突的情况则并无记载。

稍后的相关记载出自明嘉靖三十四年 （１５５５）刊刻的 《贵州通志》，内载：

１“马烨，洪武初置贵州都指挥使司，以烨为都指挥使。时边方初附，烨政令明肃，时称
马阎王。贵州诸卫城堡并驿传铺舍桥道皆烨创建，极其坚固雄伟。其他攻击、抚循之绩，尤为茂

著。论者以为开创贵阳功居第一。后坐事，南人至今惜之。”⑥

２“奢香，宣慰使霭翠妻也。洪武初，相其夫输忠率土归附，贡马万匹。未几，霭翠卒，
其下有欲挟之作乱者，奢香不从。朝廷知之，谕使入见。奢香乃赴京。太祖高皇帝嘉其诚，命中

官引入内宫见太后与语，大悦，赐冠珠 【金及】花金带并彩段筵宴，复颁诰封贤德夫人而归。”⑦

３“刘氏，宣慰使宋斌母也。洪武间，地方初附，民物凋瘁，累岁逋赋而有司催科不少假
贷，民不堪命。刘氏躬至京师，以其情闻，免之，且明宴于谨身殿，复有珠冠金带彩段白金楮镪

之赐。时水西土官妻奢香为师臣所挫，其下有欲挟之为乱者。上命刘氏召之。刘归，奉宣慰意。

奢香即偕子妇奢助因刘之京纳款，地方以安。皆刘氏之功也。进封夫人，以寿卒。”⑧

４两京国子祭酒周洪谟撰安氏家传序：“贵州宣慰使司……阿画事略见 《大明一统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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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洪武十九年十二月己亥。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癸丑。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四，洪武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午。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一，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甲戌。

《明英宗实录》卷五二，正统四年闰二月己丑。

嘉靖 《贵州府志》卷九，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第６９册，第２８４页。
嘉靖 《贵州府志》卷九 《贞节》，第６９册，第３５２页。
嘉靖 《贵州府志》卷九 《贞节》，第６９册，第３５２页。



从子霭翠袭，受中顺大夫、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兼顺元等处世袭土官宣慰使加镇国大将军三珠

虎符。其妻奢香聪慧过人，辅助于内。其臣总管陇约小心谨慎，协赞于外。适元季明玉真 【珍】

据蜀，伏遇太祖高皇帝龙飞九五，平定中原，贵州所属水西产有良马数十匹，令把事重译从镇远

达沅湘买路赴京进贡。荷蒙圣皇大喜，厚赏以归……洪武四年，钦蒙设贵州宣慰司，授上官宣慰

使。五年，授广威将军，诰令子孙世袭。六年升本司为贵州宣慰使司。本年授明威将军及赐水字

号勘合文范。七年，授怀远将军，诰命子孙世袭。十三年，大将征讨云南，师至沅州，霭翠命总

管陇约迎至镇远通道，积粮以候。大军既至，百蛮破胆，靡不悦服。霭翠备马一万匹、米一万

石、毡一万领、刀弩牛羊各一万以助军资。蓝、傅二总兵官甚喜。度本司地方道路，开设十一

驿、四巡检司而去。十七年，霭翠及陇约赴京朝见，赏赐甚厚。十九年，霭翠殁，其事亦略见

《大明一统志》。明年，弟安的袭职。二十二年，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激变水西头目。奢香与安

的阻止不听。时侍郎郑彦文在贵州公干。奢香窃路走告。侍郎即以其事闻。朝廷遣使取烨回，仍

宣奢香赴京朝见太祖高皇帝悦，命内臣引入内宫见太后，蒙赐珠冠 【金及】花金带及彩段筵宴，

封贤德夫人以归。安的亦能承继祖业，抚理地方。其后子孙遂以安为姓……观卒，子贵荣好读书

史，通大义，设庠序以明礼义，旧染陋俗，寝变华风。用夏变夷之功，日见其盛。兹遣把事阿佐

以其父遗命谓谱系太简，恐有
"

虞，遂致湮没，求作家传，以遗后嗣。予故为次其梗概以为

传云。”①

《贵州通志》所记有关奢香史事可分三部分，一是关于马烨的记载，其中并未提及他与奢香

冲突之事，但称其曾卷入麻烦，并受处罚。二是 “贞节”人物传记中所记奢香及刘氏之事，内

中可见奢香曾经因为部下欲反而入京，并得入内宫见太后，但其事与 “师臣”挫抑有关，却未

明言该师臣为马烨。三是两京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在成化年间应奢香后人安贵荣要求而写的 《安

氏家传序》，其中称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确曾激变水西头目，事在洪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不过
并无马烨鞭笞奢香情节，却有奢香入京见太后情节。

周洪谟为正统十年 （１４４５）进士，成化初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后经母丧服阙，复出后改任
北京国子监祭酒，至成化十一年 （１４７５）犹在任上，成化十三年 （１４７７）迁礼部右侍郎。② 他如
的确曾为安氏作家传序，当在出任北京国子监祭酒之后，成化十三年 （１４７７）之前。然而现存
周洪谟著作有 《疑辩录》、《箐斋读书录》、《谏垣七疏》，并不见有其 《安氏家传序》，前引出自

嘉靖 《贵州通志》者为该文献现存唯一文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确认嘉靖三十四年 （１５５５）
已经出现该传序，不能确认该序的确为成化时期文本，也不能确认该文本为周洪谟所作。细究该

文本内容，与 《明太祖实录》所载并未吻合。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春奢香遣人入京
进贡马匹，未记其后有奢香亲自入京之事。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土司年初入贡为其宾服中央的重要

礼仪，故作为国家大事载入实录，奢香入京则为临时意外变故，不载。另一问题即奢香面见太后

之情节则甚难解释。明太祖父母在明朝建立之前已经去世，洪武皇后马氏死于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而该传序明言奢香入宫是在洪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故该 “太后”不当是 “皇后”、

“高后”之误笔。周洪谟官居祭酒，后来做到礼部尚书，自然熟稔明初史事，如有此等错说，必

定遭致严厉批评。如果强加解释，可能是由于一般为人写此类传序者多依据家属提供的草稿，安

氏后人所提供的草稿中有误记，而周洪谟未能详查。安氏所以会误记，则又可能是半故意的。奢

香以女官入京，比照品官命妇之礼，当参见后宫之主，明太祖在马皇后死去后不再立皇后，洪武

十七年 （１３８４），马皇后服除，以淑妃李氏 “摄六宫事”，但李妃不久去世，由宁妃郭氏 “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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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事”。① 奢香如确曾入宫，所见可能是郭妃。安氏后人欲作家传时，去洪武时期已远，附会郭

妃为 “太后”，高自标榜，也是可能的。综合来看，此家传序很可能是其他人托名周洪谟所作，

或者经他人点染文本，为 《贵州通志》编者收入，其内容存在若干细节方面的疑点。

此后不久，则又有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田汝成刊刻的 《炎徼纪闻》。该书卷三有 “奢香”

一节，其中的奢香故事变得充满戏剧性。文称：

奢香者，贵州宣慰使霭翠之妻也。霭翠之先火济者，蜀汉时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

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唐阿、宋普贵、元阿画，皆以历代开国时纳土袭爵，居水

西，号大鬼主。霭翠仕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顺元宣慰使，洪武四年与其同知宋钦归附，高

皇帝嘉之，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钦为宣慰同知，得各统所部，而蔼翠兵独强盛，分四

十八部，每部以大头目领之。时都督马烨镇守贵州，以杀戮慑罗夷，罗夷畏之，号马阎

王。霭翠死，奢香代立。烨欲尽灭诸罗，郡县之，会奢香有小罪当勘，烨械致奢香裸挞

之，欲以激怒诸罗为兵衅。诸罗果勃勃欲反。时宋钦亦死，其妻刘氏多智，谓奢香部罗

曰：“无哗，吾为汝诉天子，天子不听，反未晚也。”诸罗乃已。刘氏遂飚驰见太祖白

事。太祖召讯之，刘氏对曰：“罗夷服义，贡马七八年，非有罪，马都督无故骚屑，恐

一旦糜沸，反谓妾等不戢，敢昧死以闻。”太祖然之。还宫以语高后，且曰：“朕固知

马烨忠洁无他肠，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命高后召刘氏宫中讯之，曰：“汝能为

我召奢香乎？”刘氏曰：“能。”即折简奢香，令速入见。奢香遂与其子妇奢助飚驰见太

祖，自陈世家守土功及马烨罪状。太祖曰：“汝等诚苦马都督乎？吾将为汝除之。然汝

何以报我？”奢香叩头曰：“若蒙圣恩，当令子孙世世戢罗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

汝常职，何言报也？”奢香曰：“贵州东北间道可入蜀，梗塞久矣。愿为陛下刊山开驿

传，以供往来。”太祖许之。乃召烨入朝议事。烨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大恨

曰：“孰谓马阎王？乃为二妮子坑耶！悔不根?赭为血海也。”既入见，太祖数其罪状，

烨一无所答，第曰：“臣自分枭首久矣。”太祖怒，立斩之，以其头示奢香曰：“吾为汝

忍心除害矣。”奢香等叩头谢。乃封奢香 “顺德夫人”，刘氏 “明德夫人”。高后赐宴谨

身殿。遣归，赏赉甚厚，命所过有司皆陈兵耀之。奢香既归，以威德宣谕罗夷，罗夷皆

帖然慑服。奢香乃开赤水、乌撒道以通乌蒙，立龙场九驿，马匹廪饩世世办也。论曰：

“马烨功勋史不概见，贵州人独能谈之。尝筑会城，砖厚五寸许，一不中程即杀作者，

令堵夷自窑所达城所，骈立而接运，终日无敢跛倚，厅事以合抱木为之，至今无倾。永

乐初，有顾晟者守贵州，修烨故事，诸罗畏之，号曰老虎。然晟以靖难功，眷任特厚，

不疑所行。噫！烨殆数奇不幸矣。”②

上述说法，情节已经非常细致而富有戏剧性。后世官私史书及笔记、诗歌中的奢香故事，大

多沿袭此说。其中，清初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九 《开设贵州》和清官修 《明史·贵州

土司》所记与田汝成所述基本一致，遂衍为奢香故事的主流说法。不过，田汝成 《炎徼纪文》

刊刻后不久，就有万历时期王世贞的质疑。王世贞 《?山堂
#

集》卷二十一 “史乘考误二”中

专论田汝成所述奢香故事：

田汝成记霭翠、宋钦事，谓都督马烨镇贵州，以杀眀慑罗夷……田氏文可谓核，而

事可谓奇矣。然考之史，有未合者。按 《一统志》，霭翠，元宣抚使阿画子，以顺元宣

慰使兼四川行省左丞降；宋钦，旧名蒙古歹，亦以元宣慰使兼四川行省参政降。以霭翠

为水西宣慰使，宋钦为贵州宣慰使，而诏霭翠位在诸宣慰上。钦卒，子诚袭。十五年，

５奢香的遗产

①

②

张廷玉：《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一》。

田汝成：《炎徼纪闻》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３５２册，第６３２～６３３页。



诚母刘氏名淑真入朝，赐纱罗袭衣，又赐米三十石、钞二百锭、衣三袭，遣归。十六

年，刘氏复入朝。十七年，霭翠遣妻奢香率土酋入朝贡方物，赐文锦、绮帛、珠翠、如

意冠、金环、绣衣。洪武二十一年二月，长兴侯耿炳文承制遣?西都指挥同知马烨率西

安等卫兵三万二千人屯戍云南。六月，水西宣慰使霭翠、贵州宣慰使宋斌贡马，赐钞

帛。斌当是诚弟也。九月，霭翠尚以蠲逋租贡马谢恩，而明年正月，进马者则为霭翠妻

奢香遣其把事人等，盖翠已卒矣。二十三年，宋宣慰奏絉蛮乱，遣延安侯唐胜宗等讨平

之。二十四年，置永宁至沾溢邮传四十八。贵州都指挥马煜巡视，谓未有邮卒，请以戍

军应役。二十五年正月，都督何福讨云南都匀九名九姓及毕节诸蛮，克之。寻遣人

奏故宣慰霭翠妻奢香亦桀骜不服，请兵讨之，不许。十月，奢香遣其子妇奢助及把事头

目允则陇往来朝，赐银钞锦绮甚厚。至二十六年正月，贡马方物。按奢香二月内独有贵

州宣慰使安的称贡，而奢香、宋诚亦绝响矣。岂奢香殁而霭翠之弟安的代之？为安匀误

耶？将宋斌者亦殁，而水西宣慰改为贵州，贵州之宋宣慰降为同知耶？史于土夷殁袭，

俱略不书，第于贡贺赏劳一端尚可考见。然所谓马烨者，都指挥耳，非都督也。都督诛

死，史必书之。今阙不载。而奢香之不服，在何福请讨之前，子妇奢助之入朝，在奉诏

不许讨之后。若刘氏入朝，其时高后尚在，后宫之宴或有之，而奢香入朝，则高后已宾

天二年矣，奢香之代任与马烨之在镇又五年矣。奢助之入朝又三年矣。后宫之见，与谨

身殿之宴，何人也？马烨为都指挥，而顾成为普定卫指挥使，其时已著勋进都督佥事，

镇贵州，至永乐初，复以镇远侯镇之，成之威名，岂烨所可拟？且又非顾晟也。今贵州

所驿分有之奢香者，疑即其所首建，二十四年事耳。①

王世贞所疑于田汝成说法的，一是马烨身份是都指挥而不是都督，二是奢香入朝时间与

《大明一统志》所载不合，三是奢香入宫见马皇后时，马皇后已经去世，故绝不可能。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撰 《明史贵州土司传记载霭翠奢香事失实辨》，参考王世贞对田汝成的

质疑，对 《炎徼纪闻》及其演绎本奢香故事再加质疑。近年又有温春来 《明初贵州水西君长国

与中央的关系———奢香故事之考证与解读》，在追溯黄彰健文章基础上进一步提到：清道光 《大

定府志》中将马烨之职由都督改为都指挥使，将高皇后改成淑妃，定故事发生的时间为洪武十

六 （１３８３）、十七年 （１３８４），在时间上符合刘淑贞、奢香先后入朝的记载，并把霭翠死改为
“霭翠已老”，以便与 《明实录》相统一。② 但仍有细节与明实录所载不合。

以上各种记载枝节分歧甚多，这其实是历史细节在长时期流传过程中几乎都会发生的经历，

并非奢香故事所独有。综合以上情况，奢香故事之原貌仍然可以梳理出大致的梗概：

奢香生于元末明初，嫁与明初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霭翠夫妇在洪武十三年 （１３８０）明朝
征讨云南时，曾对明朝大力提供物资等支持，甚得明太祖器重。洪武十七年 （１３８４）曾经率所
属入明朝首都南京进贡方物，得明太祖朱元璋赏赐。霭翠于洪武十九年 （１３８６）去世后，奢香
至少在洪武二十年 （１３８７）冬十月和洪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春正月两次派人入南京进贡马匹等
并得赏赐。约在洪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前后，奢香管辖区域下属有欲反叛明朝迹象，奢香与明
朝合作将之抚平。其间奢香可能与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发生冲突，至少明朝驻守贵州的军事长官

曾向明太祖建议对奢香所在区域进行军事征讨，以便改土归流，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并未批准，并

可能对其中激起地方骚乱倾向的官员进行惩处。洪武二十五年 （１３９２）冬十月，时任水西宣慰
使奢香派遣其儿媳奢助及其属下允则陇住等入朝，贡马谢恩，得朝廷赏赐。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初，明太祖庆贺元旦时，奢香遣使入朝贡马及方物。洪武二十九年 （１３９６）奢香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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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后人承继祖业，抚理地方，开办学校，化导民俗，对西南边区社会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洪武二十五年 （１３９２），明朝 “置贵州宣慰司儒学”。① 奢香的故事在明朝中叶以后被士大夫

演绎，增加了被马烨鞭笞，忍辱负重，赴京投诉，并得皇太后召见抚慰等戏剧性情节，其中关键

性的文本是嘉靖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田汝成刊刻的 《炎徼纪闻》，而嘉靖年间刊刻的 《贵州通志》

所记奢香故事，包括其中收录的称为周洪谟所撰的 《安氏家传序》，也包含了一些渲染情节。虽

然明万历时期的王世贞曾经对 《炎徼纪闻》所述的经过渲染的奢香故事提出一些质疑，但明中

叶以后的官私史书及笔记、诗歌中，奢香故事进一步被增润，包括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王

士性 《广志绎》、清朝官修的 《明史》等通常比较可靠的文献，皆取信 《炎徼纪闻》为底本的

奢香故事。

二　明代贵州地区社会秩序建构思路的差异
及奢香故事演变真相的再探讨

　　清理后的奢香故事固然不及流行的奢香受辱赴京告状故事具有戏剧性，但仍然意味深长。这
段史实生动地展现出明代建构边缘羁縻地区社会秩序中存在的思路差异。何福、马烨、顾晟的身

份都是具有军事指挥权的封疆大吏，其基本倾向都是在其驻扎所在区域实施严厉统治政策，寻找

机会改土归流，从而使得该边缘区域快速内地化。在明朝洪武时期，这种思路没有占据主导地

位，遏止了这种倾向的是两种力量，一是主持朝廷的皇帝朱元璋，二是贵州地方的土司及其支

持者。

朱元璋对于贵州等边缘区域的统治方略可以在 《明史·贵州土司》中看得很清楚。该文献

叙述，朱元璋势力击败陈友谅势力之后，西南地区原元朝所置各军民宣慰使司纷纷归附。朱元璋

“即令以故官世守之”，即在承认明朝中央政府一体权威前提下，保持其原有传统方式，由地方

强势者领导自治。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贵州宣慰霭翠与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适尔等先后来
归，皆予以原官世袭”。“赋税听自输纳，未置郡县”。但同时，派遣军队 “筑城以守”，保持军

事控制，以备不虞。整个洪武时期，朱元璋都没有刻意在西南地区推行流官制度，直到永乐时

期，方在贵州设置布政使司。对于朱元璋而言，贵州虽然仍是传统的羁縻之地，但因其地处云南

以里，故已经并非边徼荒蛮之处，而是明朝版图之内与中心区域较为贴近的地区，用今天的话来

说，是地理意义上的内地，文化与制度意义上的边缘，而且又是控驭云南的要路。故朱元璋在洪

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曾遣使晓谕征伐云南的傅友
$

曰： “前已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然霭翠辈不尽

服，虽有云南不能守也。”②

朱元璋治理贵州的方略，是保持基本安定秩序，而不刻意干预具体事务，亦不以内地标准衡

量贵州情况，同时期以逐渐融合接近。《明史·贵州土司》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载：

霭翠归附之初，请讨其陇居部落。帝曰：“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及仁智

入朝，帝谕之曰：“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

使各安其生，则汝可长享富贵。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

也。”【洪武】二十一年，部臣以贵州逋赋请，帝曰：“蛮方僻远，来纳租赋，是能遵声

教矣。逋负之故，必由水旱之灾，宜行蠲免。自今定其数以为常，从宽减焉。”【洪武】

二十九年，清水江之乱既平，守臣以贼首匿宣慰家，宜并罪。帝曰：“蛮人鸱张鼠伏，

７奢香的遗产

①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癸卯。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九 《开设贵州》。



自其常态，勿复问。”明初御蛮之道，其后世之龟鉴也夫。①

这种方略，有时被看做是 “保守”的。这种看法毕竟从明中央集权体系进取扩张的意义上

言才能成立，从边缘区域地方社会生存发展的角度而言，则由于外力的快速社会改塑，必然造成

巨大的社会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并可能造成文化多元性的扼杀以及长久的历史积怨。朱元璋作

为一个１４世纪的君主，能够把握融合统一与文化差异性与生存方式自然演变的关系，是颇为难
得的。由此进一步说，许多历史学家主要通过观察明朝国家体制内部，尤其是庙堂政治内部的史

事而断言朱元璋高度专制集权，其实是有片面性的。朱元璋在对边缘地区的政略方面，有很高明

的见识，并且能够落实于实践。在对外关系方面，朱元璋宣布不征之国，用朝贡体系建立地位等

差的东亚国际秩序，这虽然与现代国家平等观念相比是古旧的，但是如果与其后即１６～１９世纪
西方扩张时代的对外政策而言，则已经是很有远见和人文性的了。朱元璋的政略，在明朝后来的

历史上基本沿袭下来，贵州虽然在永乐十一年 （１４１３）开设布政使司，但水西等地抚慰使辖区
大体保持自治状态。直到嘉靖后期，奢香后人安贵荣去世之后，土司宋然激变地方，事平后，

“都御史请以贵筑、平伐七长官司地设立府县，皆以流官抚理。巡抚覆奏以蛮民不愿，遂寝”②。

可见对于该地方实施土司治理还是流官治理，明朝仍会考虑当地人民的意愿。

与朱元璋相比，明初贵州地区的封疆大吏就短视得多。他们一般过渡信任武力，追求事功，

对当地少数民族怀有歧视心理，动辄采取武力镇压措施。即使是那位曾经写作了 《炎徼纪闻》

的田汝成，虽然表露出对奢香其人的钦佩，但是还是主张在贵州地区积极推行严厉统治和同化政

策的。考田汝成，于嘉靖十四年 （１５３５）九月戊子由南直隶滁州知州升为贵州按察司佥事。③ 嘉
靖十六年 （１５３７）十二月调广西布政使司右参议。④ 嘉靖十八年 （１５３９）闰七月因广西断藤峡弩
滩诸巢反叛平息论功升一级。⑤ 《明史》本传文字简略：

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寻召改礼部。十年十

二月上言：“陛下以青宫久虚，祈天建醮，复普放生之仁，凡羁蹄铩羽禁在上林者，咸

获纵释。顾使囹圄之徒久缠徽 ，衣冠之侣流窜穷荒，父子长离，魂魄永丧，此独非陛

下之赤子乎！望大广皇仁，悉加宽宥。”忤旨，切责，停俸二月。屡迁祠祭郎中、广东

佥事，谪知滁州。复擢贵州佥事，改广西右参议，分守右江。龙州土酋赵楷、凭祥州土

酋李寰皆弑主自立，与副使翁万达密讨诛之。怒滩贼侯公丁为乱，断藤峡群贼与相应。

汝成复偕万达设策诱擒公丁，而进兵讨峡贼，大破之。又与万达建善后七事，一方遂

靖，有银币之赐。迁福建提学副使。岁当大比，预定诸生甲乙。比榜发，一如所定。汝

成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撰 《炎徼纪闻》。归田后，盘桓

湖山，穷浙西诸名胜，撰 《西湖游览志》，并见称于时。他所论著甚多，时推其博洽。⑥

由此可见，田汝成曾在贵州任职，但无事功，后来调到广西，在那里以较强硬手段处理地方

反叛，得功受赏。此人曾有一篇呈送给西南封疆大吏的 《上巡抚陈公书》，根据其内容，当是在

贵州任内时即嘉靖十四年 （１５３５）到嘉靖十六年 （１５３７）间所作，内称：
下官无状，承乏兹土，吏治民风，粗?

!

猎，窃抱
"

忧，欲献过计……下官所忧非

为二三小吏几？墨守、负课程、慢期？也，乃所忧则长虑一方积弱之弊为梗难支尔。今

之为贵州者，类曰羁縻而治，此非高明识治体长者言也，乃今所患，正坐此尔。夫羁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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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廷玉：《明史》卷三一六 《贵州土司》。

张廷玉：《明史》卷三一六 《贵州土司》。

《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九，嘉靖十四年九月戊子。

《明世宗实录》卷二七，嘉靖十六年１２月壬子。
《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七，嘉靖十八年闰七月甲寅。

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七 《田汝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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