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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甸土司衙门建筑群 在今采河县城，建于清咸丰元午( 1851 ) 。 为宫殿式建筑，由
一-进、四堂、五院和南北厢房 、 朋脂楼 、 1戈才委组成 ，共百 余间 。 整个建筑按土司 等级制度
布局，二堂正中为圆 形太阳门，四进均司官住所 ，正主采木，左厢春木 ，右厢秋木， 称 "正
果春秋"大殿 。土木结构 ，简 瓦孟顷 ，八方砖铺地 ，户叫画柱 ， 彩攻门亩 ，气势雄队其建筑
规模及工艺均为德宏各土司官署之首，也是解放后全州保存较完整的古代建筑之一。

清代末年的芒市土司 芒市安抚

司第二十一世土司放正德， 又名放平

安， 于市光结十五年(1889)袭

职，宣统二年 ( 1 910)因病告替，

在位二十二年。告替后由长子方克明

承袭。这是方正惚身着清朝官服的照

片。

( 雷冯辉供稿〉



芒市树包塔

位于芒市第一小学 院

内， 1泰语称 为"广母

扭 71J" 。始建于公元

十八世纪，最初由于

食榕树子的飞鸟 粪便

的做椅 . j、格树运 天

然寄 生于主菩顶， 不断

茧斗士成长，如今已大

树参天， 扭斗士 须根将

塔身:毕挂在中间，颇

为奇观，具有古迹和

弄斗研价值。

芒市菩提寺 位于芒市宾馆大

门对面一俐， 1泰语称为"英相"

意为宝石 寺。始建于公元 1660年。

先宫层楼叠阁，斗拱飞檐，陈采画

栋，股宇轩昂。建筑结构将傣族干

栏式风格与汉族歇山式融为一体，

颇具特色。股内佛主全衣塑像气宁

端庄，神禾丰艘，各种陈设装饰具

有傣族工艺美术特色。今 rt.内为德

宏州佛教协会驻地。

(封二、封三照片作者李开明、赵毓华、龚洁春，文字说明匡大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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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毒草毒幽后采辙，明

为了满足我州各地莲、各部门开展编史修志工作的需妥，我们根据德宏捋史志皇岛委

会的决定，着手编辑这套《德宏支志奇特》丛刊，陆续分集出版，内部发仔。从现在

开始，计划每年出五至六集，每集二十五万字左右，大约分二十集，预计在三、四年时

间内出完。

编辑、出版这套奇特丛刊的目的，一是可以不断地积累和永久地保存一套比较完

整、系统的德宏地方支志奇特，传之永久，使一些珍贵的孤本、善本资椅，特别是黑各

种民族文字记载喝稀有奇特不朵夫传，能够为今后研究自热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为

进一步研究徨立地方史和民族文豆豆务s 二是通过系统收集、整理硅.宏地方从1态支到现

实、从自拣到社会、人文持全面资计，可以给当前的四化建筑提供某些决京信息，寻求

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钱据，为社会主义物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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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系统均资特，以便大家对有关的历史事实进行考

证、鉴剥和对现实问题进行研完择讶。收集和瑞韩、整理资骨，是编史修志的基础工

作，没有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可靠资拌，就最不上编丈修志。这套资特丛刊，大体上就相

当于德宏地方史和地方志的"长编"或必资特类编"完成了这项收集、整理和编辑、

出版工作，就给徨宏地方丈〈包括地方党支〉和地方志和累了主体背肴，提供了大量素

材，为正式编写打下一个坚实可幸均基础。

我 rN 系祖吕西南边疆均~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解或前长

期家属内地府、州、厅、县管辖，历代没有得成过系统约地方史志书籍，文字记载夜，比

较少。德宏傣族最榻族自治州是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党的民族这域自治政革新划定动行政

区域，商品，拉集、整理和捣辑出版地方支志资计，是一件开拓性的新工作。由于我州

支志工作开展时间还尽短，加上我们知识浅薄，现在所收集到的奇特迁往不完整，要编

辑出版一套史特丛刊，困难还很多。迫切希望各地支志工作机坊、专家学者以及支志工

待爱好者、关心鸪支修志的热心人，多给我们支持、帮助和指导，不新栓，给我们提供或

推毒、介绍有关捷宏地区的支志资特，我于i丁和广大读者将深为感谢。

对于搞辑出版德宏史志奇特丛刊的有关问题，现做如下说明 z

一、本刊政录的资钟，以步及总宏地豆的历史事实为主。有的事实虽族不是主接发

生在德宏，但与稳宏丈享有关，或者在历史上曾与徨.宏属于同一行政区域地革的有关资

料，时作为蹄录一并选编收录).':{求得苦朴的完整和系统，镜子查照参考。

二、本刊资拌，重点选录当地珍藏的有关记载德宏史事的孤本、善本资籽，特务IJ 是

丢到译整理当地，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支肴，如有关地方史亨、民族史事的文书、档册、传

抄本，以及家谱、私人若适、El i己等等 J )tt于已经登载在各种书刊主的有关徨宏玛丈

针，凡有参考和使用价值的，亦的量选编收录在内。

二、本刊奇特的辑排，以现咛已经就集到的奇特，大体按时间 j顷序和内容如类分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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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高辑出握，对于字数较多一集容纳不了的同类资钟或在分是刊出后又征集到的新青杆，

别另仔选编，以后继续刊出。

四、本刊就录的古代和近代的各种史料，由于著述者的时代局原性和阶级局瘁性，

同历代史书一样，不免存在着唯二主义的历史观，甚至生动的民族魂。他们否定人瓦群

众是创这历史的主人，肆意诬蔑人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 p 他的宣扬个人生，1) 这历丈的英雄

丈魂，对历代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文过饰;ff; 他们或者往往以大民族主义的立场观点

歧视，、污蔑少数民族，也有的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记选民族关系问题等等。由于为

了全面保存史特的原钱，对于这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以及xt 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的称谓，

本刊除的汶 "ð "旁考 U{ "旁外，其它有歧视性的称谓或古今称谓有歧异功，坊照录

原文，不如改动。由于人力不足和水平有想，对于错误的以至反动的立场观点，没有远

一加以机注。请读者在阅读和在黑时，注意用马对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加以鉴

剥。

五、本刊选编的史特内容，均按原文黑录。其中，有的支持记载与历史事实有企

入，有的前后支持记载的内容有矛盾或差科，有的史特史学界尚有争论，我们辑录原文

并不意味赞成其现点。有的材料人名、地名译音及时词、地点有歧异，有的原文有错

讯、颜锅、重复、遗渴之处，我妇琦对史文的错、 ~J、说漏及费显差错稍作技勘外，其

它均从原文，不作史实均考证枝￡了。以上清读者在朗读和引用时，注意和讯考证。对于

历代各种史料有某些内容重复功，也一般按原文一并付出，以便于从多方面考证史实。

六、历代史特有很大部分系文言文，思文不分在落，也没有断句、标点。本刊选录

峙，均按原文内容和现代文法统分在落，加以断句，并使用现代适用的标点持号。对于

原文在正式出版动书刊中己有分技和新句、林点的，我们刑继续沿用，不再变动。分段

和断句、标点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欢边读者.;þt坪指正。

七、史料原文一敬使用 1日年号，本刊编录时，在旧年号后面用括号标明公元年号，

以便查考。

八、为了方便闰渎，理文的繁体字和异体字，一律改用现好的简化字及适用字。

对于迄录和编辑出版地方史志奇特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加上知识和水乎有

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迫广大读者多给批评指导，以便今后不断改造工作。

德宏州支志办公室

一九八PJ:j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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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土司史料寨编(初稿)
巨大一

前 中
一
日芒市，是祖国西南边疆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 <<明史·土司传》称赞芒市" )11 原

广避，回土富饶。"芒市又是历史上的多事之地。毛朝初年与著甘王朝的战争，芒市是

大军出入的妥冲声明代正统年坷的"三枉麓 )1户，万历年前子 íC丢凤提乱"及反东吁王

朝侵扰，的战争，清代乾隆年间与水拉王朝的战争，芒市走出枉基地，或前沿阵地z 抗日战

争时期，芒市是日军侵占5毒龙边区后盘踞的重要据点，又是中 E军队反攻的主要战场之

一。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芒市地区各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压迫的斗争，更是此起拔

伏，连埠不断，演出过一莘莘威式雄壮的历史活剧。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记载并传给后
代的精神时宫。

芒市土司从明代正统年间受封起，也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多

种原因，缺乏系统的史特记载。为了汇集保存史料和研究地方史的需要，现将有关芒市

土司的各种史特汇集辑录编基点晨，作为初稿刊载，以便今后再作修改补充。本篇依据

的主要资针，一是唐、元、明、清及民国等代全国性的支书及云南省、永昌府和腾冲、

龙陵等厅、县的地方志 F 二是芒市土司的世系宗谱，方一龙根据傣文《立核动》翻译的

土司支持《芒市土司历代简史》及方梅花、方正春、方克和最近整理审编的《芒市土司

简史>> (征求意克稿) J 三是民国时期居民党政府的官方档案资料z 碍是采访调查的当

代奇特。其中，各种史特的记载互有差异，我们将差异各点分别录虫，有的作了初步研

究考证，有的还未及作研究考证，有待广大读者及史志工作者研究指正。

本篇依据的许多史转，由于记述者的附级局?在性和历史局限性，不可能具各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幻往往对封建统治阶级教功嘎雄，住恶拐善， 文过饰

非，而对各族人民反抗统治压迫均正义斗争，时肆意加以攻击和诬蔑。由于本主主的目的

在于记达和保存史针，供研究地方史和民族史的参考，所以，对原件中存在的上这问

题，不作评论，编者只在奇特内容上进行制咯，对基本定义作了某些技正，以求恢复历

史的本来面目，故请读者鉴谅。

收集、整理和编基历史背料，把历史的记录，历史的经栓，历代前人的各种精神财

富保存下来并传之永久，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之一，也是我们为子列、后代应当做的一件好事。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编史修志和收集、整

理、编摹文献史朴的好传吨，著名怜如汉代玛《史记)> ，唐代的《唐会要>> , 宋代的

《资治通鉴)> ，元代的《大元大一纹，志)> ，明代峙《永乐大典)) .清代的《四库全

书》。近代的当地人李禄源， !i/tj J/文编了滇西边区的第一部文献史梓《永昌府文枉)> ，为

我伺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文藉。清代大考据学家玩元，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大师，据说

他为了钱史书，把他的学生分式两部分，让才气好的学生去写文章，而让才气差的学生

5 



编史料。结果，写出的文章没有多少能注传下来，而才气差的学生编码史特《经籍摹

话)) ，至今纯是文史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可克支持的价值稳高，它是永久起作用

的。但是，收集、整理和蝙寨史种又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幸运史料并不

比写文章容易，自为它需要有一种"廿坐冷板凳月"愿当铺珞石野的精神。只有记下

心来，长期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在史拌上下功夫，才能为编史修志才了下可靠的基础。

愿我!l'li 珩有从事史志工作的同志能发扬这种"甘坐冷耗凳，愿当铺路后 P 苟精神，为此

，巧共同努力。

一、古代及近代史志的有关记载

芒市，古代称茫撞。汉文史书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樊绰《蛮书)> (云离志〉卷1m:

"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语。〈按臻语倒语法，应为

活茫，即沼昂。〉从永昌域〈今保LlJ )南，先过唐封〈今捕甸) ，以至虱蓝茸〈今只

皮〉。以次茫天连〈今孟连〉。以次茫吐露。又有大娥〈今缅甸克钦邦北部〉、茫昌

〈拟为茫冒的误写，即今勤卵〉、茫盛惑、茫菁、茫撞〈今芒市) ，皆其类也。楼居，

无域郭。或漆齿。曾衣青布裤，藤蔑缠腰，红缮布缠暑，lf{其余垂后为悔。妇人披五色
婆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牛。土怪养象Q-t耕吕，白费其粪。开

按z 茫施蛮，既是地各，又是族名，故茫蛮又称芒施蛮，是近代的"水傣族"宿

"金齿蛮"、 "漆齿蛮"等，即近代的"旱臻族押。茫施部落产象，但当时多用于阵战，

但不可能用来耕围。《蛮书》作者樊绰来到实地考察，fX.据传说描述，故有失真之处。

芒市地区，东汉属本昌郡。蜀汉、晋、宋、齐等代均属哀牢县地。唐代南沼时期霹

永昌节度。宋代大理砖黯属金茜部。元代属金齿等处宣抚司，元代中霜，酋民率众内

附。至元十三年 (1276) ，置茫撞路，设军~总管府，隶属大理金齿等处室主主司六
路总管府。据《完史·地理志》记载 z

"茫撞路，在柔远路之斋，泸江之菌。其地日怒漾，曰大桔睽·曰小枯睽。即唐史

所谓茫施蛮也。中统初内蹄。至元十三年，立为路，隶宣挂司。" (按 z 膜为古代少数
民族语音译字，指地各.与活来的每担献。〉

明代，芒市先设军民府?后改置芒市部夷长官司。据《晓史·土司传》记载=

"芒市， 18 日怒谍，又吕大桔腰、小桔膜，在永昌西南四百里， ~jJ唐史所谓茫撞蛮

也。元中统裙内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军民总管府，领二句。洪武十五年(1382)

童茫施府。正统七年 (1442) ，总兵宫沐~奏芒市陶孟刀放革遣人来诉，与藏

寇患任发有仇，今任发己遁去，思机发兄弟三人来告麓)IJ者兰地方，愿擒以献。乡兵部

言军 ‘放革先与任发向恶，今势穷乃言结衅，请详难信。宜敷谕放草，如能去逆效陋，

当密调士兵助黯机发。'从之。八年 (1443) 机发令其党涓孟车等来攻芒市，为宫

军所败。放革来降，靖远伯王瑛请设芒市长宫司，以陶孟放革为长宫，隶金齿卫。成化

八年 (1472) ，木邦囊罕弄乱，掠捷JIIo 敦芒市等长宫司整兵备漓。万历初

(1583) ，长宫放福与陇}fI岳凤联娼，导缅寇松坡营。事觉，伏诛。立舍目放纬领
需事，辖于陇JIl o 芒市JII嚣广盏， æ土富饶.而人稍跪弱云。"

《萌实录·英宗实录》对芒市有如下记载"正统七年( 144 2 )六丹己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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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总兵宫、右垂在督体昂奏= ‘芒市陶孟刀放革遣人来诉，与叛寇思任发有仇，今患任发

已远遁章其患极发兄弟三人来居麓JII者兰地方，愿擒之以献。 F 兵部言，#i患亨1发、刀

放革先与贼首思任发再恶，今觅势穷，乃言结衅，其情满诈，俱难凭信。宣再降谕患极

发，如诚意革心自化，令其父子兄弟一人赴京谢罪F 仍谕刀放革，如能去逆效腰，要IJ 当

密满土兵以黯黯患提法。'上从其言。( <{英宗实录》卷九十三〉

正统七年八月圭寅，制渝兵部尚书、靖远信王骥"…...麓川贼首尚未授首，比

者，其子患机发奏乞来朝谢罪，而其头吕刀放革亦请自率夷兵擒其父子来献。事之虚

实，难以遥度。父子果能革心悔罪，躬赴京门，哀叩乞传，尔I!P遣人护送赴京，联将敖

其能罪。如或冥顽不诲，仍怀余毒，即与剪除。其刀放革果有实情，量加奖谕，起调土

兵捧草草之。" (<<英宗实录》卷九十五〉

正统八年( 144 3 )正月贵午，兵部尚书徐曙等言"麓}J[贼思机发今虽遣其弟

招赛等朝贡谢罪，然又令其党需孟享等来攻芒市，为官军所欺，从金沙江遁去。乍降乍

叛，费诈难测。" ( <<英宗实录》卷一百〉

正统八年四月了亥，设云斋芒市长宫司·以陶孟刀放革为长宫，隶金齿军民指挥使

司。裙，放革从叛寇思任发。至是来择，靖远信王囊请设需提宫，得挺安夷民.故有是

命。( <<英宗实录》卷-0三〉

正统十年( 144 5 )七月戊戍，参赞云南军务、右持部杨宁奏 l'芒市土宫放革

会木邦军杀患担发残党刀 f自囊，斩首五百余级。"上教守备宫省渝各蛮夷酋长，用心安

抚人民，遇有警急，互相调兵策应，务要珍灭黯党，共守地方。有实功者，褒赏，还体

勘放革功次，奏来赏劝。( ({英宗实录》卷一三一〉

正统十一年( 144 6 )四月戊午，敖谕云南芒市长官司土宫长宫放革B: "去年

夏，尔放革能听边将调度，躬率夷兵，协力策应刀嚣囊等，斩杀贼徒首级，其忠劳可

嘉，今特蹋敦奖谕，仍赐尔彩雨表里，以撞尔功。尔自今宜勉竭忠诚，始终无意，理保

守境土，永享太平。或有残破侵扰，即督率夷兵黯杀，班见尔之功能，尔其钦承之。"

( (<英宗实录》卷一囚。〉

正统十一年九月甲戌，云南芒市长官司长官放革遣梅孟放袄并乌思藏剌商表殊言干

等来朝，贡马及金银器血、土锦、道疆、刀甲等物，赐宴并彩币表呈等物有差。( <{英

宗实录》卷一四五〉 η

据清代乾隆《云甫道志》及道光《云南志抄》记载，自明万历年闰放纬承袭长官司

职后，传子放甜，放王自传子廷臣。明崇祯十三年 (1640)~ 廷巨解象贡入京有功，

升为安抚司，颁给印信。清暇治四年 (1647)~ 廷臣及子国璋为缅寇斯捞，嚣璋选

归，仍袭父职，传子爱众。清踊治十六年 (1659) ，清朝平演，爱众技壤，仍授世

职，颁给印信、号纸。传子弥高，弥高传子天球，天球传子仁，仁传子作藩，作藩传子

愈彰。愈彰无子，传从弟愈著。愈著传子泽重。嘉庆二十一年 (1816) ，泽重以不

职被劲，迂捷大理府。道光六年 (1826) ，以泽重子承恩袭。其地男子以石榴皮

染齿，使黑。妇人分发直额为一警，垂于后，就是，哀皮。士产香橙、撒模、芋廉。穰

征差发银七十商。西南有青石山，又有永贡、干猛二山，皆高广陡绝，夷长用居。其来

吕芒市商、麓JJI江，皆流至缅埠，合大盈江日大车江，自腾JfI流至司壤，汇于缅中蒲甘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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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疆域 z东至镇康界三十里，西至陇JII 界五十里，南至遮放界十里，北至黯江界十里，

又提民国《新寨云南逼志·土司考》记载 "11主陵厅芒市安抚士宫......承恩死，乏

嗣，堂屋庆禄继袭。庆禄死，子平安未及岁，胞叔庆寿代办。光绪七年( 1 8 8 1.)，平

安袭。宣统二年 (1910) ，克明袭。民国二十二年 (1933). 云龙袭 0" (按 z

云龙死，由弟御龙袭，因年幼，由其三叔方克光代办， 1 9 4 4 年至解放，由其吕叔方

克胜代办。芒市土司原娃鼓，明代当地土司多冠刀娃，故首伍长官司名刀放草，自放禧

起始复放娃，民国初年改为方娃。) "土司考"载芒市安抚司所辖方域z 东至平要出三
里，南至遮放十里，西至猛株山五里，北至猛弄〈郎今龙段〉十里。

二、土司世系犬事记

据芒市土司方ßÇ宗潜记载 s 土司放氏，原籍江西。由祖建功，世授前职。

一世放定正，于前萌正统三年 (1443) ，髓征缅酋有功，经兵部尚书王骥题授

芒市长宫奇之职。定正捂民开垦，办纳差发银粮。于天颠三年( 144 5 )病故，在位

十六年。

二世放贞，于成化年间(1465-一-1487)承袭父职，于弘治年揭( 148 8 

一-1505) 病故。

三世放革宇于正德元年( 150 6 )承袭父职，于正德十三年〈王 518 )病故，

在位十二年。

〈按 z此处记载，与《明史》、《费实录》的记载差异较大(<明史》记载是正统八

年授放革长官司职，土司宗谱是正统三年授放定王长宫司职，放革则为正德元年承袭父

职。时间相差 6 8 年，人名各异，土司宗谱记载的时间和人名可能有误，假应以明代档

案史料记载为准。放定王时，可能系土著头人〈陶孟) ，尚未授长官司职，到放革才正

式授长官司职。在时间上，王骥三征麓)11:始于正统六年 (1441) ，至正统八年

(1443). 放革理槌缸有功，授长宫司职，较合乎情理，明史及实录记载的时闰应

当是准确段。〉

四世放辅，于嘉靖二年( 152 3 )承袭父职，于嘉靖二十一年( 1 5 42 )病

故。在位十九年。

五世放福，于嘉靖二十二年( 1 543 )承袭父职，于万历十九年( 159 1 )去

世。在位四十八年。其闰，所属接近滥江沿岸前茹牙、最毅等地人民暴动，反抗土司，

严守各路要口。土司派属官玉达领兵前去镇压，被起义群众包围，玉达败阵E署，被司

宫斩首。玉达的父亲玉干得知后，责难司宫无义，誓为儿子报仇，与妻子骑马乘夜出

奔，欲求外力援助。司宫传令派兵追撞，玉千夫妻连马坠下允乃高岩毙命。此事引起人

民对司宫不满，对玉干父子寄以同情和怀念，敬为"谣神"在芒里路上修店宇，每年

祭祀。从萄牙、最板人民起义反抗土司后，两地即不再属芒市管辖。放福正自3夫人去世

后，娶木邦土司罕巴法妹子为继配，为了享乐，在允景大河下流地方修建别墅，莉:先留

府(即夫人域〉。

六世敖国患，又名混董，于万另元年( 1 5 73) 承袭，万历十九年( ~ 5 9 1 ) 

8 



去世，在位十八年。其间，万历十一年 (1583) ，陇)11雪挠需多士宁的记室、妹婿

岳凤叛乱，杀士宁，寨土司职，勾结缅酋莽应里侵扰滇西，占领芒市，陷撞甸、颇宁。
放福与岳凤联娼.导缅兵寇松坡营。明辑廷摄游击将军:XJJ挺、参将邓子龙击退缅兵，杀

叛首岳凤，放福父子子万历十九年( 159 1 )同时被沫。

七世放纬，于万历二十年( 1 5 9 2 )承袭。据明史记载=放纬系放姓族自，被对

挺奏请承袭土司，与傣文记载梧胃。吉:XJJ挺平息岳岚叛乱后，地方安定，人民安居乐

业，五谷丰登.芒市地方出现太平繁荣景象。

八世放毡，系放纬次子，子万历二十四年( 1 596 )承袭父职，于崇棋十二年

( 1 639 )去世，在位应十三年。据臻文史料记载=时有族自放口畏图谋以武力夺土司

位，占领景口畏寨，乘机夜袭士需署，混乱中夺走司印。敖琦在民众保护下，谓动全芒市

武装及壮丁向放喂进攻，放口良不敌选窜，后到永昌府拴告放菌，府官令放瑶至11府，衷方

呈诉，府官挺准放E良为司宫。放喂囡芒途中在西夏被族自属宫一刀杀死。府官将放王自严

肃拷问，关死狱中。鼓艳、放日畏死后，司官出缺近十一年，可务由属宫及头目办理。时

有放萄之弟放云治欲袭职.召集属官及吭练头人出面拥戴，并备重礼到省向抚台、布

政、接察三百呈诉请求，抚台怒斥放云治说=自正统年皇上恩准放族为宫，不料你们各

不相让，自相残杀，竟落到此混乱局面。抚台不准云治袭职，乃召见放王自子廷臣及放口良

子廷先，拉准由放廷臣任司宫，廷先为巡捕宫，放云浩协嚣，并命该等返芒后须同在协

力，整顿地方，安抚人民。

九世放廷臣，于崇祯十三年( 1 640 )袭职。其时，放廷巨型导缅使解贡象及金

银、珠宝到京，经商院会题，钦准升授安抚司职，颁发邱信。清颠治四年( 1 6 4 7) , 

放廷臣及子国璋被缅兵掳至缅瓦，廷亘死于缅，子国璋选自芒市，承袭父职。〈按土司

宗谱记载，廷臣父子被捞至摇瓦，系E主朝廷商院行文短酋，只将子国璋放回芒市。两处

记载大商小异。〉

十世放国璋，于清颐治五年( 1 648 )承袭父职，于颠治十五年( 1 658 )病

故，在位十年，传子放爱众。清颇治十六年，明桂王永历帝逃亡缅甸，清兵追捕永历帝

路过芒市，将自璋弟放贺真撞去，全芒震惊，后以重金从耿马将贺真赎因。

十一世放爱众，于清膜治十八年( 166 1 )承袭，于康熙三年( 1 664 )病

故，在位四年。〈按E 据清乾隆及道光《云南遗忘》记载 B臣治十六年 (1659) ，

清朝平演，放爱众自清兵投域，仍授世职，旗给邱信、号纸。两者时间梧差二年?似以

通志记载为准。〉放爱众死后，遗子放弥高年方四岁，不能承袭撞事，时有叔祖父放廷

酶，系放廷臣跑弟，具文详呈请扶幼协理，子康黑七年( 1 668 )六月蒙准，并旗给

印信一颗，由放廷费承领搭理。

十二世放弥亮，于康熙十二年( 1 6 73) 长或，承袭父职，管理地方。至康熙二

十年 (1681) ，清朝平定吴三桂三藩之乱，大师快滇，放弥高将吴三桂发给印信呈

缴。康熙二十二年( 168 3 )六月，朝廷颁给印信一颗，康熙二十三年( 1 6 84 ,) 

预给号纸一道，放亮:高造具宗围棋领任事，于康熙二十四年( 168 5 )十一月初四病

故，在位十二年。放弥高死后，嬉长子放天球年未及岁，于康熙二十五年( 1 6 8 6 ) 

吕月呈报详情在案，准由其胞叔放弥合护理。弥合于康熙三十三年( 1 694 )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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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放天球，于康熙兰十五年( 1 696 )承袭父职，管理地方，损给号纸一

道，批领任事。《清实录·圣祖实录》卷 1 7 1 记载"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丙午

(1696 ， 3 ， 15) 。以云南故芒市安抚司放弥高子放天球袭职。"放天球于康熙

五十二年( 1 7 13) 染患疯亵症，医治不愈，不能供职，具文详情呈请告替，在位十

七年。由孀夫子放仁承袭。

十理世放仁，于康熙五十五年 (1716) ，由兵部旗给乾字 2 8 号号纸一道，枫

领任事。《清实录·圣祖实录》卷 265 记载"康熙五十四年十丹戌寅( 1715. 

1 1 , 11) 。议故云南京昌府芒市安抚使放天球之子放仁袭职。"放仁于乾隆三年

( 173 8 )五月五子时病故，在职二十三年。由长子放作藩袭职。

十五世放作藩.子乾隆六年( 174 1 )六月十二 S，承领无号号纸一道，接授任

事。至乾隆三十五年( 1 770 )五月，因自民日寄暗，两脚E中痛，不能供职，详情呈请

告替，搞长子放愈彰]茧替父职。放作藩在位二十九年。在任初期及中期， ~昌建风平佛

塔.名称"副主主金塔纱。新建和修补锦茸享其六十六处，每年必做大摆，又整修拍乃他人

润和老放大石桥，地方平静，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歌舞升平之世。至乾隆三十年

(1765). 缅木棱王朝在建畏主义者支持下，侵挠我边境傣族地区，永昌告誓。据

清·吴揩《征缅纪略》载"云南承平日久，不知兵，所谓土司者尤怯，每闻贼至，则

相慷恐，指十为百，兵将黯之，益以翼需不堪用，是以if市久无功。 P 乾隆三十二年，清

廷以杨应理为云贵总督，疏主!兴师段复八关外被侵占在三各土耳培，在永昌调集兵将一万四

千名，令永颠镇忌兵驻畹町，攻木邦，永北镇总兵由铁壁关进新街。木梳兵抢先下手，

侵占能JlI、盆卵、遮放、芒市、盏达、腊撤，夫肆掠夺拴劫，我边境地区受害惨重。据英人晗

威《缅甸史》描述"其队伍常分裂为若干小队，各挥其道商行，至战斗前集合，彼等

得咨意掠夺，友居住敌，视窍一饵，并携其妇女儿童p 售卖获利，亦古以军事商业同时

进行者，负货一包，有如武器。"清·傅显《征理纪 i闻》载"缅f存三丹过年，五月吃

斋，至八月十五百止，十六日后放兵西出拴携，以资衣食。遇出兵，向所辖土司按户液

夷民为兵，每战奇使缅兵抨夷支前5区迦拔，遇有杀损，亦不爱情。"这样不仅造成傣族

地区荒凉残破，人民流莞失研，而且使大挝臻族人民战死沙场。乾隆三十二年

(1767) ，扬应理攻缅失欺，木挠兵围攻永昌、腾越各边防营讯。清廷召还杨应

霜，赐死。乾隆三十二年，以将军萌瑞总督军务，调云、贵、JrI及八旗兵二万五千人，

集中永昌，自龙陵、芒市、费町出兵，犬举汪擂，欲取同瓦域，被木按兵截断究顶〈今畹

富了〉粮道及军营饮水道，稳王军退兵，至距宛顶二百里之小盎育被围，明瑞及领兵犬臣观

音保均战死。部众大部溃吕亮顶。乾隆三十四年 (1769) ，清廷命大学士傅宦为征

缅经路，罔桂、网里衰为器将军，谓集各地兵将五万余人，分驻保山、龙陵，芒市、遮

放、捷)11、盏达，分窝路进兵会!原子蛮莫，将士染痒多病，阿里衰病死，傅值已病，高宗

始下令撤兵议和。由于五年战乱，芒市遭受严重创伤，不仅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丑阻

碍了社会经济发展。

乾隆三十五年 (1770) ，傅窜奏晋设置龙陵厅，分永昌府震之芒市、语江、遮

放三司及后之猛板土子总为龙陵厅管辖。

十六世放愈彰，于乾隆三十六年 (1771) 九月二十三日承领兵部第二号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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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或领任事。乾隆三十七年( 1 772 )九月如三自承领兵部乾字 14381 号新印

一颗，孰领启用，因章呈缴牧诺。据傣文史料《芒市土司第史》记载 z 放愈彰袭职后，

不理地方政事，只顾逸乐享受，不听左右忠言，时建清廷大军云集，供应军粮、草料、

民夫，人民负担沉重，但放愈彰不管人民死活，又强派民主为其修筑别墅，以致怨声载

道，民愤沸腾，引起府官亲到芒市寨问，意欲抚慰边民，放愈彰自知罪在不赦，乘夜在

后国自缝币死。而土司宗谱另记载为必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因旧病复发，痰速

，td章，医药商效病故押。似有隐恶之章，不知傣文史料可信。放愈彰死后，无子嗣，呈

请报萌在案，蒙橄委其父放作藩署碍。黯囡年迈，旧病复发，不能供职视事，遂又详情

呈请告替，自孀次子放愈著顶袭世职。

十七世放愈著，于乾隆三十九年( 1 774 )十二月十七日承领兵部 840 号号纸

一道，十八吕承领任职，于嘉庆元年( 179 6 )九月二十五日子碍，因染患痞疾，转

成伤寒病故，在位二十二年。由攘长子放泽重承袭。放重著元配李氏，生二女一男，男

名泽重，再娶璐江安抚奇之女线氏，生二女，再娶兄妻多氏。放泽重年十余岁砖，省府

命张大爷至5芒，将泽重接至1]昆明读书，培养造就。据傣文史料《芒市土司筒吏》记载z

放愈著在任期坷，乾隆五十七年( 1 792 )以后，出区景颇族与土司发生武装冲突，

土司决定沿接近山区的村寨及隘口布置武装长期防守，在傣历庚辰年，景旗族武装突破

土司前睦口防线，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互相残杀，伤亡惨重。双方战斗持续近五年，直

至嘉戎元年( 179 6 )有司署属宫绍勤为了减少人民生命辩产的无谓牺牲，主张和平

解决与景颇族的冲突，并液人到景颇人指挥处谈判停战。但土司5人伍中有人诬珞绍勤私

道敌人，在芒市域申包围绍画家宅，惨杀绍勤及家人，只有个别子孙选出到龙陵 JT 哭

诉。是年，放愈著病故，地方无主，兵荒马乱，一些村寨头人，乘丧期打入芒市拴掠。龙

陵厅摄差宫逼知芒市土司官员及绅士族自等到厅议事，在i呈诸省府准接放泽重串昆瞬返

回芒市承袭父职，同时知会璐江土司线护EP带来芒市司署代办。线护碍带队前来，并调

集猛夏等地士兵来芒市增援，将杀害绍主力的暴徒驱散，首恶贺梧被揭获，解省关挥，兵

灾始告平息。省府令放泽重返芒，着司署及全体族自、执事及绰老到龙陵迎接，次臼即

组吱迦宫仪仗队伍，备礼炮、大轿、乐鼠、卫士队、属宫族吕执事队，隆重迎接放泽重

回芒，并举行袭职大典。

十八世放泽重，于嘉庚三年 (1816) 四月二十七 8 ïE式袭职，兵部旗给号纸一

道，于二十八日批领任事。放泽重娶猛邦土司之女传氏为正印夫人，生二女， 一名罕

冷，一名王金，续娶爱妾十个，亦未生男，再娶~养护印之女为二夫人，生子放承恩，

后在大理又娶一妻，生子放世嚣。

放泽重袭职祀期，提升族自绅练，如宫晋爵，重建风平大费寺及芒市南门寺〈菩堤

寺) ，傣历甲辰年竣工，于十二月中旬举办隆重庆祝菩堤寺竣工大摆。放泽重被族人绅

练尊称为"放过法舟。

据律文史料《芒市土司历代简史》记载，在放泽重在位黯间，芒市继续不断发生兵

灾。捧历辛丑年三月二日，山区景颠族山宫率领千余武装，乘夜围攻芒市域子，黯近的

芒砍、景董等寨子'烧得火光冲天，土司及震宫星夜逃离城子，士司衙门及域子佛寺化为

灰黑。土司调集各村寨壮了经织武装将出宫武装击退。此后，土司对山区即改变为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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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族头人管理，封给老皖等官职，准其养兵守寨，免除崩龙人一切税擂，一时崩龙人在
芒市山区兴旺起来，自邦弄、邦外、户弄、允那毛先送等崩龙集居的大寨子，部修筑了

营地堡垒，坝区也出现了崩龙寨子。不久，由于土司将芒牙寨崩龙族的困地划给了芒棒

与户那寨的头人波左，赶走艺牙、古捧两拧的崩龙族人民，于是发生了武装冲突，互相

攻扛。到嘉庆二十年( 1 8 1 5 )三月，在弱龙族广弄老院塌岗瓦的带领下，联合傣族

人举行起义，在风平大佛寺控诉土司罪行，提出了"宫家不公平，驱逐贪官解不平月的

战斗口号，以傣族人赛景董为窍导，起义军大队进攻芒市域子，击败土司队伍，捣毁土

司衙门，土司被追携眷属及少数谴从逃出，乘夜登山逃至象达，第二天逃到龙陵向厅府

报告。次日，龙陵厅Kf摄入到芒市详查实清，得知放泽重为宫不'正，苛虐人民，遂将'胃

部上报永昌府及云南省督部府，并将放泽重送昆明讯问。同时，塌瓦岗率领的起义力量

亦呈文控告土司勒索无名税珉，压榨百姓，报人送到永昌膺转呈云南总督府。永昌王知

膺及云南自总督派人至IJ芒捐查实需窟，于辜庆二十一年 (1816) ，经云南督部堂白

总督及抚部既抚按栋奏请清廷，敖渝革斥放;李童安抚司职，遣发大理府安置，土司遗缺

准由族吕放愈新代办。放愈薪，宫名晃劲，就侄代办后，大权撞榄，图谋篡夺司官职

位，与龙鼓厅刘知事串通，贪庭枉法，横征暴敛，乱波钱章良，人民负担沉重，不堪忍受，

于是在道光元年 (1821) 傣历王月十九日，或群结队，冲进芒市域子包围晃勤住

宅，搜捕晃黯未获，将其家财掠走。放愈新选到龙陵厅请刘同知派兵镇压，被起义队伍

击跤，放愈新选到哥费河边，被义兵捕获杀死。

以广弄老吭塌岗瓦为首(;-~崩龙族人民联合傣族人民前起义队伍，一直与土司进行了

多年的武装斗争。嘉庆二十三年 (1818) ，芒棒头吕设左在土司支持下，首先联络

高每每勤养护昂的武装向起义军的中心地区轩岗进攻，继又勾结盏达、干崖、南甸土司

及景藏族出宫的武装，联合向起义队伍四面围攻，并且得到清朝府厅当局和汉族培主武

装的支持，最后起义军被镇压下去。

芒市建区经过这次战乱，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民纷纷逃往他乡，出现

一片凄凉惨象。政治上各种势力互梧割据，地区和村寨之间均矛盾和优恨也越京越深，

苔先是芒牙和芒棒两寨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互相攻打报复，周围各村寨也起来筑堡昌

卫，最终形成了两大势力范围乡担芒市坝人为地分割成互相对立前两个区域，芒市大河

以霞的站，区属部玩、先们的势力范围，大河东西包捂盎王军、勤旺，属芒波大碗内势力范

嚣，双方实力相当，互不相让，不断发生武装械斗，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提失，终日

不得安宁。

芒市土司自放愈新被杀死后，族民族自公推放泽重之堂元放泽浩(臻文资料称为护

印〉为代办。放泽浩见放泽贯被革挺大理不能归，乘机图谋篡夺土司职位，勾结金勤担

结等头人，许以高吉厚禄，由金勤相信组织武装在芒弄起事，大举进攻芒市城子。兵

散，金jJ]梧结被擒杀，放泽浩率亲信随从出逃到茹养，再00举兵返吕芒市，以黠轩(上

轩岗〉、主主乃〈下轩岗〉为势力范围征集壮丁，扩充武装，进而占领风平，威胁芒市。

云南总督接到呈报后，摄岳大人领兵前来安抚资解，到风平、轩岗和平处置了放泽浩

案。后经放民族自联名具文呈准由放泽重捕长子放承恩承袭土司职位。

十九世放承恩，予道光六年( 1 8 26) 六月初E日兵部旗告号纸一道，六日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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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事。于道光二十九年( 1 849 )九月二十日因患背症症病故，在位二十四年。放承

患娶耿马宣抚司罕民之女为妻，生一女，名梧界，适配遮放多土司为妻。罕民早亡，继

娶南旬司之女刀窍，勤卵司五女传氏，镇蔚女→、广母寨女一为妻妾，均未生子。为造

夜萌德，寄注手中弗鹿佑，大兴修济补珞，建造佛寺，重修接到金塔，在司署东南角新修

佛寺一座，内塑金身佛祖。从道光二十二年( 1 8 42) 起，大兴土木，重建安抚司署

衙门，内有楼台大厦，串角厅堂，靡龙画替、，金碧辉煌，超过历代土司衙门。道光二十五

年 (1845) ，保山回民起义，永昌府令芒市安抚司出兵参剿。敖承恩欲立下军费，

以便"将功赎罪η 救其父母兄弟从大理返回原籍，当即传令调集头吕及土兵千余人，自

堂弟放受思〈放泽浩之子〉带领，克日起保山参战。因立战功，经永昌府奏报，云南督

府传令嘉奖，开放承思为安抚使四品正堂，升放受思五品蓝IìIî花销。放承患又呈请释放

其父母兄弟回籍，省府只准其父放泽重吕籍，着放世患继续窜大理原替父罪。放泽重于

道光二十七年〈公历 184 7 年、傣历丙午年〉返回芒市。道光二十九年( 1 8 4 9 ) 

放承患病故后，因无子嗣，族自及需J[.练头人议论欲立堂弟放受思之子放庆雍承袭，但放

受恩父子婉言谢绝，主张应呈报上峰诸将遣发大理放承嚣撞弟放世忠吕籍袭职。放泽

重为放受恩父子忠心月号惑动，立书为誓((若放进思能回籍承袭，所奇「司署分给放庆雍

的产业， {盖其世代荫袭，不得变迁，不准司署抽取分毫。"交放受理父子永久保存。并

由全体族吕绅老联名呈报上埠，清准放世恩固籍承袭。经过向厅县州府及省督层层奉送

银两及重礼，省督府备文上奏辑廷，朝廷准其所奏，将放世思及其子鼓庆禄放回原籍芒

市，自放庆禄过继给政承思为子，承袭土司职务，因年肖幼，着由政世患护理代办司

务，时为咸丰元年( 1 8 5 1 )。

放世恩因生长在大理，不适应芒市气候，故在回贤另修土司别墅，作为行宫，逢夏

季常住吕贤避暑。一次，驻西贤的土司卫士护送放庆禄母子回芒市赶摆，国贤只有放世

患及少数亲兵及1I1i侍均属宫。半夜，放进思突然被人邦架劫走，司署派出几百名亲兵追

赶，一直由象达、平达追到躇江西岸，对方提出要拿银子才能摆固，最j言以→干六百商

银子黯自放世患。绑架劫持放世恩的领头人是土司署一个2月薛师爷的儿子，前薛9市爷自

案被土司杀死，其子故寻机提优 放世患白被绑架后，错位致疾， 于咸丰八年〈公主主

1 8 5 8 年，傣历圭辰年去世。敖世患有二子、四女，长子放庆禄，次子放庆受。
咸丰九年 (1859) ，滇西@H王起义，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枝，部首蔡都督攻克

脑宁、永平、保山等地，边远告急，芒市土司授命派出干余人弓，兵分商路， 前往龙

陵、镇安及象达、平王三防守，被起义军攻截，兵败逃苗。当时执掌E市司署大权的罕民

护即太夫人，见局势是急，挣大印交给)L媳刀民保管，托众属宫保护小土司放庆禄并留

下策划运寿，她则带上放庆受与逃难奔来白毛主康、耿弓土司唱起逃到遮放户间寨躲避。

这时，吕民起义军部督蔡七部已到达龙陵，差令芒市土司投降。放庆禄与众属宫商议决

定技降，备了降文及礼银派属宫前往龙睦拜见蔡七部督，蔡大喜，准其投诚，并令准备

粮草，蔡七不吕带领万余人亲到芒市，放庆禄窍克蔡七并奉厚礼，交出安抚司印，蔡发

给一颗长方形宫访，升放庆禄为都督，永镇芒市。并令交投降银二万雨，缸集壮丁一千

名。土司署传令摊液，每院交一干二百五十商，不扫自1凑足缴给蔡部，一千名壮丁也交

给蔡部副将带到腾冲。同治王三年 (1866) ，清朝廷下令围剿吕民起义军，云南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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