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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圆园员猿冤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

前 言

一

自宋徽宗崇宁四年 渊1105冤 王祖道奏议中开始使用 野土司冶 一词[1](P371)并首
度使用 野土司制度冶 一词袁 这两个词语迄今已分别有900多年和近1000年的历
史遥 据有关专家统计袁 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在西南尧 中南和西北实施的土司制
度袁 设置土司多达2400余家袁 前后延续800年袁 不仅上承羁縻制度袁 下启民族
区域自治政策袁 而且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尧 中南地区及西北地区由间
接统治到直接统治袁 彻底改变了 野政不下县冶 的状况袁 达到了 野政权下乡冶
的目的袁 使王权一直延伸到西部民族地区的村村寨寨袁 是中国历史发展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大事遥 由于意义重大袁 清末民初便有一些学人开始重视土司制
度尧 土司问题的研究遥

土司问题研究不仅是我国进一步收集尧 完善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
的需要袁 而且也是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需要袁 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
力的需要遥 正是基于此袁 长江师范学院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成为
独立建制的专门研究机构袁 在致力于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的同时袁 将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作为重点研究领域袁 并逐渐形成了 野中国土司
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冶 科研创新团队遥 回顾几年来在土司研究方面的工作袁
本团队在六个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院 第一袁 成立专门土司研究机构遥 2007年袁
长江师范学院成立了西南地区土司文化研究中心袁 致力于西南地区土司时期
的政治尧 经济尧 军事尧 法律尧 教育及土司制度与土司时期的物质文化尧 制度
文化尧 行为文化尧 精神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遥 第二袁 广泛收集土司文献遥 长江
师范学院在建立乌江流域文献资料室的同时袁 着力将云南尧 贵州尧 四川尧 重
庆尧 广西尧 湖南尧 湖北7省市历代府县志集成尧 省志尧 通志收齐袁 并拥有 叶西
南历史文献丛书曳 等大型工具书袁 购买近百年土司研究的有关文献资料遥 第
三袁 整理出版土司文献遥 2006年出版 叶二十五史西南地区土司史料辑录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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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渊42.5万字冤袁 点校 叶石砫厅志曳 等土司文献遥 第四袁 加强土司问题研究遥 李
良品和彭福荣分别主持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 野土司时期乌江流域土兵制度与
军事战争研究冶 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野乌江流域历代土司的国家认同研究冶
各1项袁 彭福荣尧 莫代山尧 谭清宣等主持以 野土司冶 冠名的重庆市级社科项目
4项袁 李良品主持与贵州省遵义市政协文史委合作研究项目 野国家权力与地方
社会院 播州杨氏土司研究冶 1项曰 目前已经出版 叶石砫土司文化研究曳 叶土司
时期西南地区土兵制度与军事战争研究曳 叶乌江流域土司时期文学探赜曳
叶西南地区土司问题研究曳 等专 渊编冤 著袁 发表与土司相关的学术论文60余
篇袁 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遥 彭福荣尧 李良品的专著 叶石砫土司文化研究曳
荣获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三等奖遥 第五袁 加强土司问题研究的学术交流遥 2009年以来袁 团队
成员相继参加了在广西忻城尧 桂林袁 湖南吉首尧 永顺袁 云南昆明尧 景东等地
有关的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的学术会议袁 2013年10月由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尧 长江师范学院与石柱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袁 由乌
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和石柱县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具体承办 野第
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暨秦良玉国际学术研讨会冶袁 得到与会者的交口
称赞曰 叶光明日报曳 叶重庆日报曳 叶中国社会科学报曳 叶巴渝都市报曳 以及
人民网尧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尧 群众路线网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尧 中国中
央文献研究室网尧 网易尧 搜狐尧 华龙网尧 中国民族宗教网等国家主流媒体纷
纷或直接报道袁 或转载信息袁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遥 第六袁 积极参与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选题与竞标遥 李良品于2012年3月不仅为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办公室提供了 野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冶 重大项目的选题袁
而且于2011年10月与彭福荣一道代表本团队参加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组织的 野中国土司制度史料总纂冶 重大项目陈述和答辩活动遥 毫不讳言袁
本研究团队在中国土司制度及土司文化研究尧 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尧 推动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了一些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具体工作遥

二

土司制度是中国元明清中央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一项十分重要的地方

政治制度袁 也是基于边疆民族地区复杂地理环境和多民族聚居尧 杂居的实际
而实施的一种特殊的尧 过渡性的地方管理制度遥 土司制度不仅巩固了祖国的
统一袁 维护了地方的稳定袁 沟通了中央与土司地区尧 土司与土司之间尧 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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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地区的交流联系袁 而且也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尧 经济与文化的发
展遥 当然袁 由于土司制度的相对封闭性尧 落后性袁 土司制度在实施的后期严
重地阻碍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尧 民族之间的隔阂袁 给各民族同胞带来了
痛苦和灾难袁 甚至危害国家的统一袁 破坏了地方社会的稳定袁 土司制度的终
结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遥

土司制度在数百年的实施过程中袁 我国正史袁 明清会典袁 明清实录袁 明
清中央王朝档案及云南尧 贵州尧 四川尧 广西尧 湖南尧 湖北尧 广东尧 甘肃尧 青
海尧 西藏等各省区地方志书及其他历史文献中保存了大量有关中国土司制度
的建置尧 职官尧 规建尧 食货尧 武备尧 学校尧 风俗尧 人物尧 艺文等史料袁 这些
史料的挖掘尧 编纂尧 整理与研究能够深入探寻该制度所体现的全国土司的宏
观一致和各地土司的微观差异袁 彻底厘清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尧 中南尧 西北
少数民族各方面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袁 认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历
史发展规律袁 可为目前国家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借鉴遥

野土司文化冶 作为学术术语袁 最先出现在余嘉华 咱圆暂 的论文中袁 2009年袁
李良玉先生在 叶土司与土司文化研究刍议曳 中认为院 野土司文化是历任土司在
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同时袁 不断接受汉民族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袁 使壮族文化
与汉族文化融合在一起袁 人们的价值观尧 审美观尧 风土人情尧 生活习俗等得到
不断的修正袁 逐渐形成了一种被社会集团成员共同接受的理念及行为袁 形成了
特有的土司文化冶遥 咱猿暂 之后袁 成臻铭认为袁 土司文化是指在漫长的土司时期袁
由中央王朝和土司区各族民众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尧 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
和遥 土司文化具有封建性尧 民族性尧 家族性尧 政治等级性等传统性特点袁 融传
统文化尧 民族文化尧 乡土文化尧 家族文化和政治文化于一体袁 是土司区最具代
表性的民族经典文化和贵族政治文化袁 因此袁 土司文化具有旅游文化研究尧 教
育研究和政治研究等多重研究价值遥 [4]

中国 野土司学冶 的构建和土司文化 野走出去冶 战略的实施袁 迫切需要理
论支撑遥 进入21世纪以来袁 我国 野土司学冶 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迎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曰 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袁 为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
指明了研究方向遥 为了进一步促进 野土司学冶 的构建以及土司文化的保护与
利用袁 推动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深入探讨袁 更好地为我国西南尧 中南
及西北等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袁 从2013年起袁 我们开始出版 叶中国土
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年度发展报告曳袁 拟以专题形式汇集和反映一定时期内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在 野土司学冶 基本理论与方法尧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
司文化经典著作尧 中国土司制度尧 改土归流尧 土司文化尧 土司遗址申遗地尧
中国土司问题区域诸方面研究的主要新成果和新进展袁 并探讨中国土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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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司文化研究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遥 因此袁 欢迎全
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土司遗址申遗地政府有关部门关

注尧 支持和参与我们的这项工作袁 共同为我国 野土司学冶 建设而努力遥

三  

岁末年初袁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遥 我们在努力建设 野中国土司网冶 和憧憬
2014年美好前景的同时袁 也在用些许的时间回顾和梳理2013年的中国土司制
度与土司文化的研究状况袁 并试图用 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年度发
展报告曳 的形式来展示2013年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的概貌遥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借鉴了一些年度发展报告的成功经验袁 本报告并不追
求面面俱到袁 而是力求突出当年的主线和重点袁 希望能够描绘出期内中国土
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以及土司遗址申遗的主要特点和轨迹袁 从而为我国
野土司学冶 建设提供支持与参考遥

作为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年度发展报告袁 该书不仅要体现出
2013年对我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进行年度盘点的特色袁 还要体现对我国土
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进行跟踪的特点遥 因此袁 该书既可以反映我国土司制
度与土司文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袁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土司制度与土
司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和脉络遥

[1] 李勖. 同治来凤县志 [Z] . 来凤县志办公室袁 1981
[2] 余嘉华. 雪山文脉传千古要要要兼谈土司文化评价的几个问题 [J] . 民族艺术研究袁

1996 渊2冤
[3] 李良玉. 土司与土司文化研究刍议 [J] .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袁 2009 渊3冤
[4] 成臻铭. 论土司与土司学要要要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 [J] . 青海民族研究袁

2010 渊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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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野土司学冶 的构建和土司文化 野走出
去冶 战略的实施袁 迫切需要理论支撑遥 21 世
纪以来袁 我国 野土司学冶 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
设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曰 土司遗址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袁 为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指
明了研究方向遥 为进一步促进 野土司学冶 的构
建及土司文化的保护与利用袁 推动中国土司制
度与土司文化的深入探讨袁 更好地为我国西
南尧 中南及西北等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
务袁 从 2013年起袁 我们开始发布中国土司制
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年度发展报告遥 报告以专题
形式汇集和反映报告期内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

文化在 野土司学冶 基本理论与方法尧 中国土司
制度与土司文化经典著作尧 中国土司制度尧 改
土归流尧 土司文化尧 土司遗址申遗地尧 中国土
司问题区域诸方面研究的主要新成果和新进

展袁 探讨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方面可
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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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
年度发展报告 渊2013冤

李良品淤

2013年是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最为辉煌的一年袁 其衡量指标有
四院 第一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稳中有升遥 2013年的立项数量与 2010年
持平袁 均为 3项袁 比 2012年的年度项目多 1项遥 在 2013年袁 计有瞿州莲主
持的一般项目 野新发现永顺土司金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冶尧 葛政委主持的青年
项目 野民族问题研究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冶 和李莹主持的西部项目 野西南
边疆少数民族土司体育文化研究冶 获准立项遥 第二袁 发表论文持续增加遥
2013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增多袁 全年发表学术论文近 120篇袁 比 2012年的 109
篇多 11篇曰 与土司直接相关和密切相关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7篇袁 比 2012年的 18篇多 9篇遥 第三袁 出版著作再创新高遥 2013年袁 出版
土司研究相关的学术专编著 8部袁 创历史新高遥 第四袁 土司遗址申遗有序推
进遥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关照下袁 国家文物局于 2013年 11月正式确定湖南永
顺老司城尧 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尧 贵州遵义海龙囤联合组成土司遗址袁 将其
作为中国唯一申报项目冲击 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袁 这为中国土司文化的保
护尧 研究尧 开发尧 利用带来了福音遥 由此袁 学术界有理由相信袁 中国土司制
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即将迎来一个大好时机遥

一尧 野土司学冶 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按照成臻铭教授的界定袁 土司学是一门研究土司尧 土司制度尧 土司文化
和土司现象及发展规律的专门学袁 是一门文化人类学 渊民族学冤尧 政治学尧
历史学等学科整合之下的专门学遥 [1] 自 2009年 4月成臻铭教授在广西来宾
淤李良品袁 重庆石柱人袁 长江师范学院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 教授袁 主要从事民族
学和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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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城举办的 野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冶 首次提出 野土司学冶 及其理论构建后袁
李世愉尧 毛佩琦尧 张凯等均对此作过论述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
员李世愉表示袁 土司制度研究正在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袁 [2] 这里提及的 野显
学冶 就是 野土司学冶遥 与其他专学一样袁 野土司学冶 的建构离不开基本理论袁
因为它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整体袁 是学科的 野本冶 或 野体冶遥 在 2013
年的研究实践中袁 专家学者们主要就 野土司学冶 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运用两方
面予以研究遥

渊一冤 学科理论构建研究

构建 野土司学冶袁 不仅能够使土司研究走向深入和系统袁 使其综合化和理
论化袁 加深尧 提高和丰富对土司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袁 而且通过探讨土司制度
及实践过程的规律袁 为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历史借鉴遥

1. 野土司学冶 构建中的重要概念
对土司研究中的土官尧 土司等名词概念使用不够规范的问题袁 李世愉先生

认为袁 土官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后演变为土司制度的专用语袁 并赋予了新的内
涵袁 土司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新概念袁 且使用极为普遍袁 建议在
今后的研究论述中统一使用 野土司冶尧 野土司制度冶遥 这样不仅是为了遵从多数
人的习惯袁 更是为了使其使用规范化遥 野土职冶 与 野土弁冶 也有类似的情况袁
李先生认为袁 不论 野土弁冶 用作泛称或专指袁 其土司武职的基本含义不变遥 [3](P11)

商传先生在其 叶论明代的土官与夷官曳 中要求治专史者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
究袁 作为研究明史的大家袁 他根据 叶明会典窑兵部铨选曳 相关记载认为袁 少数
民族之官有 野土官冶 与 野夷人冶 之别袁 故分列 野土官袭替冶尧 野夷人袭替冶 二
条袁 其制有所不同袁 虽亦有 野达官冶尧 野夷官冶 及 野依土官例冶 者袁 可知其非
野土官冶 也遥 今日学者切不可潦草读史袁 治专史者亦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袁
以免误读历史遥 同时袁 商先生还对土司制度研究中的 野土官冶 与 野夷官冶 等概
念作了辨析袁 对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名词用法具有规范作用遥 [3](P12-15)

2. 野土司学冶 的专学概念
李良品提出袁 野土司学冶 是以 野因俗而治冶尧 野天下一统冶尧 野华夷一体冶

为理论基础袁 以实施土司制度相关的思想尧 事实尧 制度及行政等为研究对象袁
以土司尧 土司制度尧 土司问题尧 土司现象尧 土司文化等为主要研究内容袁 以
历史学尧 文化人类学 渊民族学冤尧 政治学尧 行政学尧 行为学尧 社会学尧 经济
学尧 法学等多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相融合的专门研究领域 渊或一门专学冤袁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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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土司学冶 的理论基础尧 研究对象尧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均阐述得十分明
晰遥 李良品 叶构建 野土司学冶 的几点思考曳袁 针对构建 野土司学冶 还存在相关
概念不统一尧 研究对象不一致尧 理论体系不健全尧 研究方法不全面等问题袁
提出了 野土司学冶 构建走向理论化尧 土司制度史料整理注重系统化及土司研
究避免扩大化等三条建议袁 [3](P22-31)这些建议对 野土司学冶 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遥

3. 野土司学冶 构建与土司文化遗产
成臻铭在 叶武陵山片区明代金石碑刻所见土家族土司的 野中华情结冶曳 中

依据目前发现的由明代皇帝尧 野客家冶 知识精英尧 野客家冶 官员与土司及其
代办和土舍书写的 60块金石碑刻之内容袁 认为这是生者的自由书写和对死者
的盖棺论定袁 客观反映了土家族土司观念尧 情感和意象世界在明早中晚期及
南明时期的形成尧 发展与变化袁 展示了土家族各土司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有
机关联的 野中华情结冶 的聚积及变化过程袁 此项研究对于客观地评价我国土
司及其文化具有启迪意义遥 [4]

4. 野土司学冶 研究的意义及核心
邹育认为袁 目前研究土司学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袁 而且能够进一步

了解尧 认识尧 研究民族地区的文化袁 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强多学科理论交
叉研究遥 他提出土司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土司文化袁 而土司文化具有民族的传
统性尧 典型的民族性尧 强烈的乡土性和政治的级别性遥 [5]

5.土司研究与国家认同尧 民族认同
葛政委在 叶祖先再造与国家认同要要要容美土司 掖田氏族谱业 和 掖蹇氏族

谱业 的人类学解读曳 一文中以容美田氏土司和简氏土官通过改造谱牒建构各
自家族的王朝权贵祖先和英雄历史为个案袁 提出这不仅为两个家族赢得了王
朝国家体系中的统治权威和发展空间袁 而且也建构了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原
生情感袁 使容美土司土民走向了与国家同呼吸尧 共命运的道路遥 [6] 葛政委
叶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曳 认为院 历史上的容美土司是边缘族群
与王朝国家良性互动的典型袁 并在文治武功上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袁 容美
土司国家认同受着地缘政治尧 王朝建设尧 区域族群格局和文明特性等因素的
影响遥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袁 容美土司在 野一边倒冶 的国家认同过程中完成
了一个 野再边缘化冶 和 野向心的边缘冶 的塑造过程遥 [3](P53-61)张兴年在 叶明初河
湟土官身份调适与建构要要要以李氏土官为例曳 中结合明初河湟各族土官的实
际袁 提出河湟各族土官为适应元明革鼎之际剧烈的政治变迁袁 不断进行身份
重构袁 在政治取向尧 宗教信仰尧 民族认同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试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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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袁 在从最初的 野土流参治冶尧 野土流参设冶 到 野土流参任冶 的变迁过程中袁
其自身身份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内向性尧 宗法性和多元性等特点遥 李氏土官
明初 野招番拒蒙冶尧 野封土司民冶 土官职责的事迹袁 彰显了明初西北土官群体
身份调试尧 身份建构方面的若干特点遥 [7]

渊二冤 野土司学冶 学科方法研究

构建 野土司学冶 不仅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袁 而且在方法上也要有所创新遥
2013年 野土司学冶 学科方法研究刚刚起步袁 研究成果并不多见遥

1. 野土司学冶 构建与土司文献整理
野土司学冶 构建离不开有价值的土司文献整理袁 李世愉先生在 叶研究土

司制度应重视对清代档案资料的利用曳 中特别针对目前学术界土司制度研究
忽视对档案 渊特别是清代档案冤 使用的倾向袁 以大量实例论述了清代档案在
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院 清代档案不仅能为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第一手
的资料袁 而且还能提供大量其他文献未记载的珍贵史料曰 充分利用清代档案袁
会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有所突破袁 并能纠正以往研究中的某些错误的观点和认
识遥 他同时指出袁 利用清代档案也要认识到档案的局限性袁 并对档案的真实
性进行鉴别遥 [8] 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伟在其学位论文 叶丽江木氏土司谱
牒档案探析曳 中袁 结合丽江木氏家族自元初至清雍正元年改土归流计 470多
年的统治历史及撰写木氏土司谱牒的实际袁 认为木氏土司谱牒不仅详细记载
了木氏家族历代官职承袭情况和历代土司传记袁 而且还是记录丽江地区发展
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遥 他也对木氏土司谱牒档案的开发利用提出了一定的见
解袁 以期改善木氏土司谱牒档案的利用状况遥 [9] 张莉的 叶满文录副奏折中
有关四川土司的档案和价值曳尧 杨林军的 叶论碑刻资料在土司制研究中的作
用要要要以丽江木氏土司时期为例曳 分析了满文资料与碑刻铭文在土司制度研
究中的作用遥 [3](P91-99)

2. 野土司学冶 构建必须深化土司制度研究
方铁在 叶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曳 中认为袁 土司制度可研究的问题包括

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尧 阶级关系尧 统治形式尧 社会文化尧 边疆各民族的观念
和行为方式等遥 由于过去对边疆社会史的研究十分薄弱袁 学界可凭借土司制
度这把钥匙打开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之门袁 借助土司制度可深入探讨土司地
区社会的演变史尧 文化传承史及居民观念和心态的变迁史等遥 方铁先生结合
土司制度研究新进展的实际袁 提出了深化土司制度研究的若干设想袁 并对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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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研究土司制度的视角与方法作了阐释遥 [3](P16-20)邹建达在 叶应纠正土司及土司
制度研究中的几个倾向曳 提出袁 要警惕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存在的三种
不良倾向院 一是一些国外学者和极少数国内学者袁 以现代西方理论来解释中
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和土司现象袁 把土司的设置或 野改土归流冶 视为东方的
殖民主义袁 把封建国家一体化进程等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曰 二是将土司制度
泛化袁 把封建王朝的一些特定边疆民族政策均视为土司制度的内容曰 三是研
究中存在理论归纳总结的缺失和碎片化问题遥 他认为袁 这些倾向有悖历史事
实袁 必然得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结论袁 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学科构建遥 [10]

二尧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经典著作研究与
介绍

中国土司制度研究自佘贻泽的 叶中国土司制度曳 渊1944年冤 出版之后袁
相继有江应樑的 叶云南明代境内的土司与土官曳 渊1958年冤尧 吴永章的 叶中
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曳 渊1988 年冤尧 龚荫的 叶中国土司制度曳 渊1992
年冤尧 李世愉的 叶清代土司制度论考曳 渊1998年冤尧 成臻铭的 叶清代土司制度
研究要要要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曳 渊2008年冤 等专著问世遥 这些大
作或叙述中国土司制度的源流袁 或提出土司制度的相关理论袁 或为土司学奠
定基础袁 他们的成果均为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袁 前辈时贤
均有深入的研究和良好的评述遥 在 2013年袁 学界对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研究迸发出极大的热情袁 有力推动了专家学者们对经典著作的研究与介绍并
取得了一些新的学术成果遥

渊一冤 全国性的中国土司制度研究著作导读

龚荫先生的鸿篇巨制 叶中国土司制度史曳 渊2012年冤 是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野中国土司制度史冶 的最终成果袁 也是龚荫先生倾毕生精力之作遥 该书于
2012年 7月由四川出版集团尧 四川人民出版社以精装硬封的装帧形式出版袁
全书洋洋洒洒 225万字袁 分为土司制度总论和各家土司纂要两篇遥 该书无疑
是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扛鼎之作袁 既有存史和资政的价值袁 也有古为今用的
作用遥 蓝武和钱宗范认为院野该书确实达到了在土司制度综合性研究论著中的
国家级水平袁 是我国土司制度研究中的最新力作袁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土司制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