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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辑出J Jf反戳，明

为了满足我州各地区、各部门开展编史修志工作的需要，我们根据德宏州史志蝙委

会的决定，着手编辑这套《德宏史志资料》丛刊，陆续分集出版，内部发行。从现在开

始，计划每年出五至六集，每集二牛.1i.万字左右，大约分二宁集，预计在三、四年时间

内出完。

编辑、出版这套资针丛刊的目的，一是可以不断地积累和永久地保存一套比较完

整、系统的德宏地方史志资料，传之永久，使一些珍贵的孤本、善本资料，特别是用各

种民族文字记载的稀有资料不致失传，能够为今后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为

进一步研究德宏地方史和民族丈服务，二是通过系统收集、整王室德宏地方从历史呈11 现

实，从自然至IJ社会、人文的全面资针，可以给当前的四化建设提供某些决策信息，寻求

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二是可以为全州

正在开展的编史修志工作提供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以便大家对有关的历史事实进行考

证、鉴别和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收集和编辑、整理资料，是编史修志的基础工

作，没有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可靠资料，就诙不上编史修志。这套资料丛刊，大体J二就相

当于桂、宏地方史和地方志的"长编"或"资针类皇岛"完成了这项收集、整怒和蝙辑、

出版工作，就给桂.宏地方史〈包括地方党支〉和地方志积累了主体资耕，提供了大量素

材，为正式捣写有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

我州革祖国西南边疆的多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解放前长

期求品内地府、 ~'I'I 、斤、县管辖，历代没有形成过系统的地方史志书籍，文字记载也比

较少。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革新划定的行政

区域，因此，收集、整理和统辑出版地方史志资料，是一件开拓性的新工作。由于我州

丈志工作开尿时间还根握，加上我们知识浅薄，现在所收集到的背料还很不完整，要编

辑出版一套丈针丛书，困难还很多。这切希望各地丈志工作机构、专家学者以及支志工

作爱好者、关心编丈修志的热心人，多给我们支持、帮助和指导，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或

推荐、介绍有关德宏地区的丈志资料，我们和广大读者将深为感谢。

亘古于编辑出版德宏史志资料丛刊的有关问忍，现做如下说明 z

一、本刊收录的资料，以涉及格宏地区的历丈事实为主。有的事实虽然不是直接发

生在德宏，但与德宏史事有关，或者在历史上曾与德宏属于同一付政区域地区的有关资

料，则作为附录一并选编成录，以求得资料的完整和系统，便于查照参考。

二、本刊资料，重点选录当地珍藏的有关记载德宏史事的~本、善本资椅，特别是

翻译整忍当地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史料，如有关地方史事、民族史事的文书、档册、传

抄本，以及家谱、私人著述、日记等等，对于已经登载在各种书刊上的有关德宏的史

料，儿有参考和使用价钱的，亦酌量i急蝙收录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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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刊资料的编排，以现at 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和内容归类分集

编辑出版，对于字数较多一集容纳不了的同类资料或在分类刊出后又征集到的新资针，

则另行选编，以后继续刊出。

四、本刊收录的古代和近代的各种丈料，由于若这者的时代局恨性和阶级局 fll ，t生，

同场代丈书一样，不免存在着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甚至反动的民族观。他们否定人民群

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肆忘诬蔑人氏的起义和反抗斗争 z 他们宣扬个人创迄历丈的英雄

史观，对历代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义过饰非，他们或者往往以大民族主义的主场观点

歧视、污蔑少数民族，也有的以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记述民族关系问题等等。由于为

了全面保存丈针的原貌，对于这类主主参观点上的问题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的称谓，

本刊除酌改，，~月旁为"-{ "旁外，其它有歧视性的称谓或古今称谓有歧异的，均照录

原文，不加改动。由于人力不足和水平有 JIR，对于错朵的以至反动的立场观点，提有逐

一加以批泣。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泣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恕的立场观点加以鉴

别。

五、本刊选皇岛的史针内容，均按原文照录。其中，有的文针记载与历史事实有出

入，有的前后文精记载的内容有矛盾或差别，有的文精文学界尚有争论，我们拌录原文

并不意味赞成其观点。有的材朴人右、地名译音及时间、地点有歧异，有的原文有错

讯、颠倒、主豆、遗漏之处，我们除对文义的错、倒、脱漏及明显革错稍作技勘外，

其它均从原文，不作丈去的考证校订。以上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时，注意加以考证。对

于历代各种丈针有呆些内容重复的，也一欲按原义一并刊出，以便于从多方面考证文

实。

六、历代史针有很大部分~文言文，原文不分段落，也没有断句、标点。本刊选录

时，均按原文内容和现代文法划分段落，加以断句，并使用现代通用的标点符号。对于

原文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中已有分段和断句、标点的，我们则继续沿用，不再变动。分段

和断句、标点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七、文精原文-.ß止使用 1日年号，本刊编录时，在旧年亏后面用括号标明公元年号，

以便查考。

八、为了方便阅读，原义的繁体字和异体字，一律改用现行的简化字及通用字。

对于选录和编辑出版地方文志肯料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加上扣识和水平有

限，缺点、错误在所难丸。欢迫广大读者多给批评指导，以使今后不断改进工作。

p' 

德宏州史志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明察录))((清卖录》有关德宏史料选编

前

实来，是中国历代王朝编修的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编年体大事记。从唐代设史馆开

始，每个新皇帝即位之后，都要明令史官根据朝廷档案和皇帝的起居注芋，真品修前一个

皇帝的编年史长编，钝称之为实录，以记载其政绩。以后遂成定制，一直相沿到清代。

实录是按年月日顺序，将当时的各项政治设施、军亨行动、经济措施、文化教育状况、

自然灾祥、社会现状等方面的妥字，逐一收录记载。因此，一部实录就是一个朝代的史

料总汇，有较高的价值，常为编史者所依据。虽然由于是卒帝王之命编撰，其中多有忌

讳、掩饰和曲笔之处，后来统治者根据政治需妥又再三慕改，但所据史料都来自宫廷档

案，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给我们编史修志使用。

根据统计，到清代尤绪朝止，我国历代实录共 116 部，但绝大多数已散失。保存

比较完整的为明清两代的各朝实录，共 7 3 5 8 卷， 1 7 2 0 册，约六千多万字，卷册

浩繁，查阅固难，为了满足研究地方史和民族史的需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曾在六十年代

初和八十年代初先后编辑出版了《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三册， <<清实录·

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四册，共约四百万字，减少我们查阅的困难，但篇幅仍较大，且发

行数量有限，在我州当前编修地方志和研究民族史中，使用仍惑不便。因此，我们又用了

相当的时间和力量，从云南省的两套史料摘抄和汇编中，选编了有关德宏的史料，约二

于余万字，作为德宏史志资料专集刊出，以便永久保存，并供编史修志及研究地方民族

历史参考。

本集所选编的，主要是发生在德宏地区和附近有关地区的史芋，以及某些历史事件

的背景资料。在实录全本及云南省的两齐史料汇编中，有关同一史事的官方奏折、皇帝

谕旨，前后多有重复，为了节省篇幅，编者仅精选其中一、二主要史料，其余均未收

录。

《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本系按编年休依朝代时间顺序摘抄，未加分

类; <<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本则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休综合，按军事、政

治、经济、交通、天文地理、外务等分目归类摘抄，再于各类目下按编年}I因序编排史

料。我们仍沿用上述两种休例分别选编，未加变动。

《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本是依据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本摘抄的，未经与

其它藏本校勘，故错地、脱漏较多，且只作断句，未用现代标点符号。我们选编选时，

将此本与近年国内影印出版的经过技勘的北京图书馆藏本对照，把选录的条目逐一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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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正错说，补脱竭，并加用现代标点符号。

本集选编的目的，是希望能为编史修志工作及热心研究地方民族历史的读者查阅背

料提供更多的方便，但因水平有限，历史知识及选编文献的经验不足，难免有缺点及不

当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产九八九年六月

4 



《确实录》有关键要史料选编

《费大祖洪武实录>>1 3 68一-139 8年

洪武六年 (1373) 十一月乙西.因严等使缅国不至百连。缰国在云喜之西南，

与八百国占域接壤，谓之缅甸。无时最强盛，麓JJI 平缅皆腥屠之。上闻其尝遥贯于元，
西遣严与理斗角、张甜、钱先恭费语往使，严等至安南，值占域以兵相攻，道阻不遣，
留二年余，不得进，有沼召之还，星是锥严至，余皆遣率。( <<太祖实录》卷 86

第 7 页〉

洪武十四年 (1381) 九月圭午朔。上御奉天门，命颖JJI 侯得友德为征南蒋军，东

昌侯童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在征云藉。友德等既受命，上读

之曰置 "云南僻在遐荒，行痛之际，当知其出JIIz在势，以规进取。联尝览舆图，咨诲于

众，得其道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挠将男号率一军以向乌撤，大军继自辰括以λ普

定，分提要害，乃进兵菌靖。菌靖乃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握我菇，窜察形

势，出奇取胜，主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窍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

播云南，注此牵制，彼蜜子奔命，破之必臭。云南既克，宣分兵劲趋大理，先声巳撮，

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遭人招诲，不必苦痛兵也。 " g事行，上出镜子龙江。

( <<太祖实录》卷 139 第 1 0 页〉

洪武十五年 (1382) 二月芮寅。敷谕佳商将军颖111侯傅友德、左离将军永昌侯

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沫芙曰"自将军离缸，大军扉至，势同破竹，蛮猿之埠，次第

离平。跟现自古云南语夷，援靡不窜，盖以其地险商远，其民富商银也。驯服之道，必

宽主孟适宜，事之委曲，谅将军必不烦膜虑，诀窍不可不以古人之事以示将军。在汉武帝

时，始得西南诸夷，终两汉之世，叛者十次F 在党武时，将军:X!J尚击益州夷，路由越

髦，其酋长多酿毒酒，欲以芳军，因袭击菌，渴知其谍， IlP分兵捷捕读之，徒其家属于

成都要蜀汉之时，击葛亮讨平其埠，收其豪杰，出其金银马牛以给军用，终亮之世，夷

不复皮。亮没，元图反，弦是尝一讨之，襄将回军，兴吉器复反，巢复击之，其地悉

平要唐太宗时，云南自守，至高宗时始人贡，朝廷待之至重，反生侮慢，唐前后凡九加

兵，战屡不腔，唐终不能驭z 元世祖亲下云南，令亲王镇守之，终无百年坷，前后七

叛，将军现此，可熟察其情，详镇处置。为今之计，非锥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

耳。" ( <<太祖实录》卷 142 第 4 页〉

洪武十五年 (1382) 二月圭串。远云南语夷曰"自有无失驭，群雄并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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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实录》有接德、去史料选编

一、军事

1 , .清军入滇及南明永历政权的覆灭

颗?台十五年十二月己丑( 1659.1.19 )。鼓输安远靖雹大将军信郡王多是、侄西大
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在南将军1M Ul额真赵布泰等曰..联以蜜月良未定，特命王等率大军

接讨。湖南、四111 、贵州、云南等处地方所有土司等宫，及用统军民人等，皆联远徽臣
费、，自建乱以来，久罪?易失，殊可惆念。今大兵月号歪，有自顾者，俱加意安挠，令其得
所，秋毫无有所狸。仍严伤兵了，勿令捺夺。其中有能效力建功者，不靳高署厚禄，以
示鼓动。王等HP于IJ刻榜文，通行传渝，使土司等众知展给憧遐离之臣民至意。"

( ((世握实录》卷122，英15-16 0 ) 

腰、冶十六年四月甲寅( 1659.6.13 )。安远靖意大将军信郡王多庭、平西大将军平西

王吴三桂、在南将军圄山额翼赵布泰等疏报 "ê等追蹦出永厉，那至镇葫1+1，再侥巩

昌王启文选拥兢在玉龙关，嘘i量前锋统领自尔赫图等进戴。由文选境营先道， 我兵追

及，贼复迎战，睦击败之。获饰巩昌王金印一颗，生擒饰总兵吕三兰贵，并获象三只，马

一百四十臣。至亲平壤，贼纵火烧满沧江之快锁桥道去。臣等隶夜发兵涯江，克永昌

府。费永历及李定菌遁走腾越卿。我兵遣泸注，定国伏兵子磨盘山上木拥内迎敌，我兵

分为八!R冲击之。前锋绕领自尔赫翠等领前锋先凳，轩的情窦名望。圄 tÙ额真沙里布等

继进， i夫费或齐发，我兵力战:复政之。要建遁入石门，是夜逸去，遂克腾F哇 ~I中!。复自腾越
追剿，过南旬，至孟村。贼从三宣、六慰路遣去，乃班g审团告。罗'捷闻，土，嘉奖之，命

研司察敛。( ((世祖实录》卷125 ，页28-29 ) 

腰?台十七年王丹辛己 (1660.3.6) 。上省摇号!咎，颁沼:大教天下。诏自 2

自吉帝王镜撞事囊区，续安兆娃，治效已臻，要IJ与天下共乐升平1-ζ理未奏，期先亘庶

皮身克责。敬天勤畏，道不越此。联荷皇天眷信，绩承祖宗鸿绪，凤夜竟竟，力医治

安，十有七年于撞。乃民生尚未枣遂，贪吏尚未尽改，滇、黔虽入版图，雨夜:萃未靖，

在词就繁，疾苦时告，拯地未周。反复?工维，皆联不德，负上天之筒异，镇祖宗之寄

托，虚皇太后教育之患，孤四海万民之望。每怀及此，罔敢~安。兹于颠治十七年主月

二十、二十一、二十三吕，祭告天地、太菇、社震、苦忧引咎。自今以后，元旦、冬

至、寿节，天节庆贺表章，皇太后前，;在常恭进p 联酋表章，暂行停止。特旗恩赦， JJ.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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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壳壳。应行事宜，开列子居"..…·一、遗譬来附地方，艾武各宫及乡绅士民投该归
颗者，从前负霞之罪，遇与赦免。察其功之夫小，各与卉赏。......-、各处土司，原当

世守地方，不溥轻肝叛逆捂诱，自夕!、主艳。凡从前来经归颗，今荣投读者，开具原管地
方都落，准与瑕!自费封。考擒执叛逆来献者，仍摩加开赏 c 一、巳归颗土司宫，曾立功
绩及未经受职者，读菁、挠、按违察真奏，浩功卉授。於戏!乾行惕勤，用晤内臂之
诙F 解泽旁渍，式布维新之洽。琵舍中外，或使胃知。" (<<世握实录》卷 1 3 1 , 

贾 1 2 一一- 1 7 0 ) 

，眼治十七军四月丙午 (1660.5.30) 。平商芝臭三桂军费言"演甫负固有
莓，一朝善生霄，强逆渠李建图等挟持承勇遣出边外。尾滇土虽l段，漠局来结。边患一吕

京患，兵马一日不宁。臣费功j赞事， 1可翠以此隐忧君交?西再三筹菌，窃以为有三患二

难=永房:理蟹，季楚胃、自艾选等-$子f主主赏、六慰、录良一带，带永厉以鼓惑众忘。椅
不乘胜夫举入理，Q..{净模牒万一此辈复整败众，痛我边防，兵到期使退攘，兵撒副f皮
复扰，此其唐、京 f丁声。士司皮复无建，锥和j是趋F 如我兵不动，建凭借永厉以号召内外

语蛮， JJ一如前写完在芝事，一棱煽慧，遍地蜂起，此其曹、在脖鞭。授读啻兵虽已安

擂，然童在吉尚未章，[.\，永历在蟹，于申自莞系念?JJ一边类有警，若辈生心，比其罩在

揍理。今演中兵马云集，粮草取立民间，仿论各省fl每运惩期， &11到滇召实，民雪军方如悬

磐，市中米价吕增，公私交圈，措粮之难如此。召买粮章，民间必费搬运交绢，每年召

买，岁岁赞靶，民为尽于官粮，耕作贯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追亡，皮之不存，毛将

安!啃?培养之艰又如此。匿用是彻底筹菌，锥有及时进兵，早投全局。该使外事一净，

则边境无摆摆壁之虑，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现望之志，地方稍有苏息，民力略可宽

挥，一举高教剥存慧。窃渭敦对立方，计在于此。"下议政主、员勒、大臣及户、兵二

部逮议。( (<进程实录》卷 1 3 4 ，贾 18-20 0 ) 

颠?台十七牢固月甲寅 (1660.6.7) 。议政王、员辑、大臣等会议主 U王F西主

吴三哇蔬言，永历在短，锦王季定菌倍以蛊惑众心，相应进剿。其在云需满洲官兵，号厅

该藩与-1?，-都绕商酌率往。至于兵马、钱艘，研需甚多，不推措处维主要，费2万难部运至

滇。目前应用草料，敷该蕃设法措各，务使兵员商和j。再查户部拨给云南十七年八分兵

简银三百主十万商，巳经锺静。其巳解到者，群该善事交给莲征兵丁。其未解到者，仍严

伤兔雪、提星夜解往，以为接济。"费入，来报。旋命学士麻鞍吉、待郎石图前往云

南，与平哥王吴三桂民高主11宜。( (<世祖实录》卷 1 34 ，贾 2 20 ) 

康黑元年二另贵午 (1662.4.14) 。先是，平西夫将军平西王臭三桂、定西

将定内大臣公爱星陪等奉命征缅，两路进兵，于颠治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会9草木邦。揭

晋王李定国先奔景线，伪巩昌王自文选遁握键设，凭江为险。官兵自木邦昼夜行三百余

里， 1面江造健将霞，自文选复奔茶出。吴三桂、爱星周遭总兵营马宁等率f京师迫之，自

领大军亘趋缰载。先遭人传谕缅酋，令执送伪来历朱自樨，否副兵~昌城下，后悔无及。

十二月初一日，大军至缅壤，缅酋震惧，遂执朱EÌ!部戴军前，杀伪华亭侯王维泰等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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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忌兵宫马宁等追及自文选手霍养，自艾选撑。滇南平。十二月初十吕，夫军凯
旋，臭三搓、爱星际等汇疏上翔。得旨~，览主等奏，大兵进按理壤，费永历及其眷

属，全获无遗。伪巩昌王自艾选选奔茶山，大兵昼夜遣'及，自艾选并传官四百九十九
员、兵丁三千八百余名、家臼七千余名全军归降，获马象甚多。具见王等调度有方，将
士罔心戮力，克奏肤功，联深为嘉慌。在事有功官兵，若从提议叙。"
谕礼部"自囡逆赔李定国政逛，挟i伪、永历奔窜短句，遗孽来靖，疆国弗宁。特命

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绕领大兵，同定理将军爱星同等出边进讨。兹摆奏犬兵子去军
十二月初-8进提锺域，锚永历及其眷属企获无遗p 伪巩昌主自文选并揭宫全军归降。
的承历为勇者竟用附，费住有竿，今一旦吱擒，荡平立奏，黯曾{Ql韩天地、祖宗眷佑，克
集犬胁。捷音布阁，神人膏费，在行祭告典礼。朱部速行察例，择吉真奏。"
( <<圣祖实录》卷 6 ，页 9-11 0 ) 

康照'无罕三月甲。戌( 1 6' 6 2 • 4 • 1 8 )。瑜礼部"揭永历率逆贼窃黯一酶，不
遵王佳，致数年以来，大兵侄剿，转运模锅二地方困苦，生民'弗宁。今平西大蒋军平西
主吴三搓、走哥将军爱星肉等绕领大兵，出边瓷缸，童提缅甸，获一伪永厉，隆自文选，

读安下之大庆也。 fQl荷天地、祖宗眷佑，己命尔部行告祭礼。念承历既获，噩圈鹿定，

从搓犬兵得以休息， f挺f南京毅露营费，宜诏告中外，威使周知。尔部速议真奏。"
( <(圣程卖泵》卷 6 ，贾'1 1 0 ) 

康熙元年三月乙百 (1662.4.29) 。以揭永历朱自辩就擒，告禁进祖章皇帝。

遣宫舍祭天地、太店、社樱、福陵、晤援。

是吕，上御太和殷。主以下艾武各宫上表朝贺，旗滔天下。语自"自古帝主义安

海字，在唐生员，必使逆孽无有清3棠，费凡治花遐宣，兵民休息，此历代之建规也。我

世祖章皇帝宅中定鼎，、混一西方，惟拇永房率逆黯奔窜遐荒，茵通天讨。数年以来，大

兵在剿，转运粮绢，地方菌苦，民生弗宁。特命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再走西将军爱

星同等，绕领犬兵，出边进讨，直挺缰句。于捆治十八年十二月树一日擒伪永历及其眷

属， f为我昌主自艾选及传宫全军投降。此该安地、祖宗之鸿靡，在军海内外之大庆也。捷

书奏闻，联心嘉慢，巴命研司，虔行祭告典礼。念永历既获，大勋克集，士卒免征戎之

苦，芫娃譬挽输之劳，噩噩从Jtt奠安，离民获宁干止。是m沼告天下，以慰群情。於

戏!武烈维弱，武怪现成之意z 纶音载焕，章需求寞之心。布告万方，威使知悉。"

( <(圣祖实录》卷 6 ，英 1 3-1 50 ) 

康黑元年五月樊未 (1662.6.26) 。谕礼部z μ平西王吴三，挂镇守秦、蜀，

绥辑漠、黔，抚顺黯逆，茂著黯芳。 f毒永历朱串樨以明窒遗擎，煽集党羽，妄称尊号，

窃握一隅，历年以来，屡摆王师征剿，疆圄弗宁。今王奉命绕领满、汉大兵，出边进
讨，子黯浩十八年十二丹内，室提缅告右，擒伪永历及其眷属 F 又降钝玩昌王l自文选并锦
宫全军。此皆王弹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度有方，遂使国或远擂，逆孽荡平，费莫大

意。室出殊礼， PJ示眷醺。著进封为亲王。应行事宜，尔部察倒真奏。" ( <(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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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卷 6 ，粟 21-2 2 0 ) 

康熙元年十另己未 (1662.11.29) 。定l!í将军内大臣公爱星网，平定云南

凯旋。

云南远在袁憨功琉摄z μ据车里宣慰使刀木祷报称，结雪王李定自选奔景线地方，

染病身死。"下部知之。( <<圣程实录》卷 7 ，页 16-1τ 。〉

康黑二年六月乙gp(1663.7.28) 。兵部议复"平西王吴三桂麓报李定国

之子李羁兴从边外技域，缴佑册宝、印札，带领宫井、兵丁、家口一千二百余名，象、

马无算，应照辑i议叙。每旨"李商兴著授者在统品级。以下各宫，从优再泣。"
( <<圣祖实录》卷 6 ，页 1 6 ò ) 

2 、军政、军令

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庚寅 (1762.9.17) 。云贵总督吴达善奏"滇省西南徽

外缅甸，连年内辽不靖。鬼家宫里Ki与落踌民杀，率众奔孟坑等处，被孟连土司刀源春

捂去，勒索银物，押令妇降。鬼家忿f灵，于闰五月十四日夜，放火劫杀孟连家口二十六

人，又杀死救护男、妇夷人六十三名、口。宫党于执导奔猛养孟筑， lZ9散窜匿。查孟连

土司到自降茜， l2J，敦鬼匡起意装害，原非外夷辈人边疆劫杀。然宫里在在缅甸构衅多

年，今复挠毒孟连，该酋一日不踪，恐滋事端。却仿水黯镇、府迅督歌马、猛猛爵士

司，星速访拿。挥知宫里庭在石牛地方，睦设法拿获，及其妾辉、党从共九程，于七月

韧六日己解到JtI(马，挨到省办理。"得旨"好。出力之土司等，酌量辑赏。"

( <<高宗实录》卷 6 6 7 ，页 18-19 0 ) 

乾搓二十七年十月美巳 (1762.11.19) 。军抗大臣等议复"云贵总督吴

达善奏鬼酋宫里雁之妻攘占等焚杀孟连土司刀摄春，分黠审拟一折。查宫里庭系缅甸头

~，与本杭之瓮藉牙连年仇杀，力难抵御，选人外夷。值孟连土司刀法春摇降，宫里罩

在豫未决，先令伊妻攘占及头吕撞拉剁!J3投，由带妾嬉、件从暂住石牛地方。撒拉剁因

该土司怒意勒取牲畜器物，遂乡;众焚杀刀主去春全家，与攘占边远。讯据竟从阿九、阿占

等供称，宫里雁实不知情。1f!伊以势穷避地，诡令妻属.!J3技，至立撤拉剁启衅焚杀，罪有

故声。应如该督所拟，宫里雇摇蕃人豪众劫杀钩，扭斩立诀，传首示朵。阿九、阿占

讯系知情，应辱、铁j翻号三个启，从重黄结功岳之捧为主立。其在选主撤拉斜、攘占等，严

结缅量缉获封卉。 JJ派春之子刀振先年未及岁，择本族土舍原营成立后，告令掌雪地

右。"从之。 ( <<高宗实录 b 卷 6 7 2 ，页 5-圃-6 0 ) 

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再午 (1765.1.20) 。云贵总督刻藻奏"云南永昌、

摩宁二府，地处极边，界连外域。年来木挠野匪与缅甸所属之木邦，不时梅衅，木邦又

与耿马各土主i耽连声如木挠由木弗至歌马等境，须渡滚弄江，是沿江一带口隘，实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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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妻之区。查法弄江边右镇京商属之喳皇上渡，耿骂梧近之攘弄中、涯，茂隆邻近之高外

下攘，孟定所属之南捧河口，及芒市厨翼之三台白，这放黯属之蛮坎酱，猛如所属之j高

麻商等七处，最为紧耍，应设卡常JII窃守。所需土攘，即在分隶各土司地方京近撩拨。三

台出拨芒市壮练五十名，蛮坎彗拨遮放壮练六十名 E 底寐河拨猛gp壮练六十名 F 每处令

各该土司另选明白干芽、一人，立为头吕，督率巡畴。每年分委猛猛土巡捡、南甸安抚土司

就近查寒z 并于各睦建造坦台及目自接卡房。再练了远戎江边，口患宜量为折绘。除南外

下婆系茂隆厂沙丁，应听该厂委办夕h 其余土练，每名臼给口粮盐银四分，头自信之。

二土司按月赴卡巡查，往返需时，每次各给银五雨，以资盘费。统计吕练吕百六名，每

年九月十五日秋末拨捞起，至次年三月十五日摩盛止，共需口粮等银三千零二十六两四

钱。加以辖赏并吕前建造台卡及将来岁修各项，通计每岁约需银器干余荫，未使动支正

项，请于云南省蜀量为加畴。该局二十五炉，每护妇铸半野，除归铸本经卖外，约获息

钱五千二百余串，可易银四千三吾余商，移解司库，令永、 j黯二府领给。"得旨主 u如

另ìT试行。" ( (<高宗实录》卷 7 25 ，页 30-31 0 )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圭午 (1766.2.20) 。云贵总督劳j藻、云南巡抚常钧奏z

"永昌、 j骸宁二府荷属之耿马、孟定、孟连等土司地方，界连细菌，惟借滚弄江为天

茧，年来土司需弱失防，每有木噩偷渡滋扰之事。近携永腰镇、永昌守主罢按z ‘木梳莽
己觉誓[兵到木邦猛店地方驻扎，向歌马索取18规，不给， NP霞江来袭。'又据黯宁守禀

报荠子窜入孟连地方，并及菌空，有人七百，马七匹。'各等苦。查该匪南路分

迭，是否虚〈似为属字之误〉实?其λ 众若干?未提确探。旦既称索欧马 [8主臣，其窜入

孟连，又因何事?随飞辙来靡镇、府会差练、土镇挥，该匡己拔营退去。查木贼葬巳党

-~p布普拉，因台卡严密，无黯可乘，逞归属实。第夷住臣~J，且耿马土司军国楷巳

故，恶有乘闰潜窥之事，是滚弄江之防范，未可稍挠。已分有永颇臻、府严妨各土司督

率目练，常J!I商守，庶悻耿马无桌。"得旨章 "不可苟图了事。戒之! 1J ( {(高宗

实录》卷 T 吟，真 13-14 0 )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丙戌 (1766.2.24) 。又谕日军 4杨应黯已调补云贵总

督，由京驰驿是滇o ;X1J藻谭甫f总督。" ( ((高宗实录》卷 7 5 3 ，衷 6 .， ) 

乾隆三十一年二月英亥 (1766.4.2) 。吏部议靠 "云贵总督劳j藻、云离提督

达启均应照例革职c 开得旨 z μ前在i如藻办理莽匪一案，种种错谬，已将伊辞补巡挠。

今据伊屡拭奏报，核其前后珩办理无一事能合机宜。黯如去岁自莽匪滋拭土司边境，伊

既亲行带兵前赴恳茅，自应驻守该处，就近谓度，以期速剿丑类。乃轻信何王在诏等谎报

猛往失事之语 J[.'怀畏墓，托拉整挂江手~-Il、经可逼内地，惧黯窜入，遥自忌茅逗留普

泻，其怪怯无能，实可骇异。殊不知患茅为近边主土地，总督既驻兵镇守，忽尔返 22i撤

回，宁不是主见轻于默匪事?至何琼语等注整控江失事之故，由于将兵器捆载行装，技主

徒手散行，毫无纪律，突然遇黯冲出，星散奔逃，旋吕P陆续投担。文G藻始则率提兵齐阵

亡，张皇失措，继ß!lJ罪以贪功轻进s 何辈言语等以不备致远，邑为自勇轻选?其颠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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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前已踞降渝旨，有击者当无不知其悻谬。至其撒谎遥雀兵丁，忽调忽撮，漫无成

算。而节次既奏诸折，可笑、可量j)之:处，尤不可枚举。警乱罪方，实出意料之外。设使

吴达善在夜亦如此办理， !是罕治县罪矣。特念:XJJ藻本*书生，未娴军躁，不忍即加重

逞，但复合某摇摇由为巡抚，其何以示惩制?亦何以示各省慎重封疆耶1 ~J藻著~部议

革职，留滇效力。所有离兵不合定锅，靡费军饷之处，将来报销对，俱著嚣伊黯补。提

督达启身系满洲，逼有攻剿逆噩之事，自应统率兵井，身先奋往，并将办理机宜，踵时

奏报。乃伊谁听从刘漂指使，俨若偏禅。数月以来，毫无调度，亦未提专其一折入告，

是诫何心?提督平E于远方事务，匮不室干与，以掣总督之时F 至于领兵征剿， li1IJ系提

督专责，又岂可推语总督，缄默自安，竟若置身局外乎?达启亦著照部议革职，交与揭

应菇，令其在兵了上效力赎罪，候军务告搓，再行清旨。" ( <(高宗实录》卷
7 5 5 ，页 1 ，7-19 0 )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戌寅 (1766.4.17) 。谕军扭大臣等"如j藻奏= ‘二月

十二、十三等日，攻剿猛笼葫芦口，连被戴营数处，及得猛笼土域十余座。跟查赎踪，

潜走猛歇，现在进兵追攻。'等语。小小克捷，民无当于政策大局。此时辑应嚣既已到

滨，一切机宜，自能妥协筹办。在在既连破践雷数处，黯噩潜逃，即宣乘势鼓勇直前，

摇其巢穴，以黯净扫根栋。况琵集之兵，多豆七干余人，军声甚壮，尤当励其锐气，迅

奏肤功，齿不可惑于痒盛之说，必待秋冬再举，以致迁延时日，坐失事机。著传谕杨应

费就按处4需影，详悉探筹，克黯按捷。刘藻若干并抄寄杨应黯隔着。"寻奏"前督臣~J

藻在滇九载，于边情未悉心访查，以致远事茫无调度。查烟瘁有无轻重，原不尽蜀，非

模地皆然。已馈南路兵营，乘此兵戒，直摇巢穴，不许借口岸哀。再查孟良、整欠黯

苔，原系院路勾结，至九龙江会合。孟良系召散占据，整欠系素领散撰戴巢。"得旨z

"览奏俱悉。" ( <(高宗实录》卷 7 5 6 ，页 10-11 0 )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丁亥 (1766.4.26) 。谕"摇-常钧奏z 咬吕藻子三月初

三日夜间串摇，伤痕甚重，气忌、将绝。在在医抬调理。'等语。此事实属大奇 1 XiJ藻办

埋葬匪一案，种种错语，不可泣举。联医其本系书生，不如军撮，所以如愿保全者倍

至。始而语补总督，继而降为巡抚，及至审理何琼诏等一案，以失律脱逃之人，反以冒

珠轻进京罪，乖拌己极i 且宫兵忽调忽撮，全无纪律，始挎旨革职，留于军营效力，以

示惩傲!然月号办亦止于此，并未有将伊拮罪之意。言:i后黯薛揄旨，中外共跨国知，原不

屑以军务大事，于铲过为吹求。XiJ藻自主倍加感激，于辛苦应黯未到之先，督率将井，益

加奋勉，以藏军务速竣，方不负跺始终矜全患意。 }!J正当进兵在胜之际，竟无端忽尔自

我，实出情理之外i 文11藻身圣王封疆，现在统兵送巢):ì草匪，所属拍舟，侯握其指挥，乃无

故轻生，车行妥务，标欲蚕之于幸?若非是关预令杨应黯前在接办， li1lj军务兵卉竟无所统

属F 或因而军心惶棋，偶失机宜，岂不黯误国家大事2 …..." ( <<高宗实录》卷

7 57 ，页 4 0 )

乾撞二十一年古是黄寅 (1766.8. 马 7 )。又撞〈军扭大臣等) I "握扬应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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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木邦土司呈稼，因遭缰曾费刻，情愿归酶，清镜天兵到夜，却将缅匪遣来监视之

人擒献。并理:今吾散逃往缅甸，己行文前往索取，如其不献，应发兵办理。'等语。已

于苦?内批示。每应辑久侄封噩，黑称历练，筹办一切事宜，必不至于轻率喜事，其言自

属可信。况缅夷虽辞赴南荒，其在明季涌入隶版图，都非不可臣服之境; í呈其地究属辽

远，事须斟酌商行。如将来办理，或可相机爵友，克黯奏功，不豆大需兵力，窍不坊乘

时集事。偶必须劳赌筹锅，或致举动张皇，转非慎重边徽之道。该督务绩详审熟筹，黯

于妥善，以定进止。可将此传谕知之。"

又请"握杨应瑭奏z ‘召散跑弟缅僧召龙前来投首。该组虽自幼出家，并无髓再

为噩情事，但既系召散撞弟，不费存留孟畏，请发往伊犁安握。 F 等语@吾龙既系擂

僧，必能程知锺匪情形，著将该把先行解京侯海.若召龙于内地语言不能相道，并著

金派一遇事之人，押闰赴京。" ( <<高宗实录》卷 7 6 5 ，窦立 0-11 0 )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剪子 (1766.10.12) 。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扬声黯奏z

"费奉谕旨筹办缅匪事宜，臣断不敢冒珠喜功。幢因缅臣屡次侵我主司边境，若不乘剖'

办理，罪土境不得常宁。万里边疆之外，须永图辑宁之计。今锺句既人心涣散，木邦情

愿归腰，是机有可乘。前己密选土司蔚属妥干英民潜往被处，将地方广挟，路路淦易，

黯行详细绘图，至UE进呈翻览。至预备稠拨事宜，现在密为布置，不令稍有张皇。 E拟

于九是内赴造西查阅东颠等镇宫兵，即驻永昌督办此事。臣仰膺重寄，国不敢坐失事

机，亦不敢轻举妄动，纱得旨 11嘉奖.纱 ( <<离宗实景》卷 7 6 6 ，英 8-

9 0 ) 

乾隆三十一年九是乙未 (1766.10.81) 。大学士管云贵总督辑应黯奏z

u医前自木邦向化，组医可以乘机酌办#密遣妥子费λ 潜往缅旬，确探倩影。兹据回

称z ‘缅甸幅员辽阔，南道外祥，所辖土司二十余处，人民弈众。建接向瓦地方，又名

三江壤，由永昌前往，有7.1<陆三路可逗，间有挂要之处。木邦、蛮暮二处，为缅甸门

户，又系伊翼下最大土司。缅甸自瓮籍牙篝泣，伊子孟洛、孟毒，诛求无厌，各土司旱己

解体。闯天兵平定莽匪，缅人甚为畏惧。'又据东昌艾武官禀称，探事夷λ 陆续留禀z

‘术邦因前定九月内自黯内地，恳请发兵，早为 i撞撞保护。今已近期，天朝谅巳出兵，

该酋己将缅噩差来监事之人杀害，恳请天朝大人，迅速发官兵到境。'等语。臣E一菌

调拨预备镇营官兵三千余名，前赴前近木邦之内地土需遮放地方驻扎，侯伊等前来，即

使受降。又查蛮暮地方，亦与木邦梧埠，距商瓦摸不远。该处为入锤要蹬，又居上游，

黯称险要。理知木邦已经投颗，苏愿来归。是缰匪之地愈踵，控击u更自无准。臣于

九月十二日起身前往永昌察看情彤，如果易于集事，黯当乘机妥办。锦木邦妇附之后，

缅甸亦有自化之扭，自知悔罪，将召散擒获，臣自主请旨办理，断不敢草率，上盛襄

哀。并将缅甸舆地影势结盟黯说呈览。"得旨"肤悦览之，伫侯佳音。余有旨谕。 n

擒军机大军等"杨应黯奏筹办锤甸木匪缘由一折，称木邦现在候心启雨，需入结要睦

之蛮暮亦愿来归。伊军E赴永昌察看情f苔，锚木邦等技抚之后，缅甸亦有声化之机，将召散

擒献，主请旨办理等语。所办甚好。木邦、蛮蕃远在边捶，今皆怀键是戚，输诚向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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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督亲在受蜂，颠夷曹南绥运徽，深为嘉髓。窒缰曾距永昌计二千余望，该督既嚣其道
里，悉其情形，自当酶有成算。今复亲至永昌梧挺督办，必能动中襄耍，筹出万全。如

缰酋此时困所部蛮众梧率内属，亦知模我先声，愿效臣服，该督能不动声色，一并招就

归降，国为妥善。若其罢避潜匿，即将召散擒献， !llIJ罪人既得，莽匪全局己竣，天朝本

无事求多于外夷1[，可收功葳事。辑或?古恶不饺，果有可乘之会，不致重烦兵力深入，

市成勘定之功，以永主音南掘，尤为一劳永逸。该督者或历练，遥事素有斟酌，一切事

宜，悉听其随时窜量，妥格经理可耳。兹因留心筹画缅酋，摇禄术匪，不详勤劳远涉，

特黄荷包二对，以示住眷9 如能黯势集事，摇致锤旬，远奏展功，另当格外加思，居晤

翻奖。著将此传谕知之。" ( <<高宗实录》卷 7 6 9 ，页 18-20 0 )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甲戎( 1 7 66. 1 2. 9 )。又渝〈军机大臣等) I lC提高聘

奏大学士杨应瑭在永昌忽患亵症，病势假觉稍重，联亟望其调理逮痊。设或不能就愈，

该省现存办理缅壁事务，需人寿画，员缺最关紧要，接替颜难其人e 杨廷璋历任封疆，

肖非选懦之挠，堪任此事。"

又谕日 z 面云贵总督杨应瑭现在永昌办事.兹闻其忽患疾病，甚为崖念。己将内府

所幸u药丸验寄，以冀这痊。但老年病体，持奉有}， f~更易于自愈。伊子杨重谷王克伍宝

庆府知府，距泣尚不甚远。著传谕常钧，令其即速前在看挠。珩有宝庆府知蔚事务，该

抚郎拣摄妥员，暂行署程。" ((<高宗实录》卷 7 7 '2，页 12-圃~1 4: 0 )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亥( 1 7 6 6. 1, ~.. 1 0 ) 0 (大学士管云贵总督杨应黯〉

又奏"臣蔚;在营省，即有必持惊悸，只疾洼洼之乐Q 今因自宫前赴永昌， 18疾复作曹

现虽力疾办事，南军务重大，臣心神恍嚣，恶有指误。部恳篇员来滇接办。"得旨 z

"己命各廷璋前往往蹄。侯拨到时，若府势全意安茹本主吉留伎多住数日，共襄筹策。必

精神复裙，然后可令挺自粤也。交印一事， J差不军、言，癖其善为调摄，以慰悬念。"

( ((高宗实录》卷 7 7 2 ，页 15-~6o )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戊冀 (1766.12. 1. 3.)0 谧荤机大臣等"前因大学士

杨在辑患病较重，植郎降旨令杨廷璋先往广西边界侯信，再赴云南。今握握营李时升奏

窍，看来榜应瑭病势，一时不能即痊。该处理在办理插重情形，一切筹画凯宜，俱关

紧要。揭李时升厨奏之语，未免哈存最讼，且未识此事要领，恐李时升1虫肩此缸，于事

无挠。著传谕萄廷璋接到此旨，星遥前往永昌，接力、缰匪一案。李时升封一并抄寄捕

者。若该督至京昌， ï百杨应瑶己痊愈，能办事，则该督即行民粤。若尚不能存踵，员IJ 传

JH:;旨，驻永昌帮办，令汤黯医雀。此时并未晓降渝旨，该督可酌孟而行，的即速奏。芳

( <<高宗实录》卷 7 7 2 ，真 18-19)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亥 (1766.12.10) 。大学士营云贵总督揭应瑭奏事

4l短夷大山头目垒营造弟垒荣等、盆育头目坤线遣子坤严等、猛答头吕街歌遣子街轰等、

猛音头目街界遣子衍宋等先后至驻扎遮放之总兵乌勒登额军营投诚，并献土物。又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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