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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费掉所撰《丘南志、))，为研究南诏前期最重要的史籍，

世人颇毒其书。向达搜罗版本，拾遗补缺，经 20 余年之考究，

著成《蛮书按住》→书，于 1962 年问世。向民博于隋、唐虫，

且于此书用力较多，颇多创见，使读书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本子。

《校注》优点甚多，但也还有不足白现汇录札记，摆成《主南志

补性》。

名书

费书的名称繁多，诸如 q云南志)) ~ <(云南记队《云南史

记队《蛮书队{<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等等，均为一

书异名，然有不察而误均不同之书的。究其原因，樊掉摆成此书

十卷上进朝逞，未命书名所致。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出，认

为《新唐书·艺文革、》著录可信，"题日《蛮书))，从其期也"。

1935 年初，方国瑜((请南|日事》中，己提出此书应称《云南

志))，不能从《四库提要》之说(载《云南脑平学金会刊》第一

期)。惟向达以为" ((新书》所纪差得其实"，敢"书名仍循《四

库》之旧"。然而，费书所依据的资料，以袁融《云南记》为主

要， ({云南记》又C)云南自己编篡的南诏图在J;基础，书中称南

诏为蛮~南蛮，不过称地名则多作云南f 卷→篇名题《云南界内

造程趴在六圄《孟南城镇队卷七题《云南管内物产h 书中所

述为云南安抚使~]政区范围及与其有关者，宋以来见于藏书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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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栋《云南志))，山后亦不称《蛮书》。方国瑜教授有i羊说，在此

不费述白基于以上事实， <(阿库》之蝇不可从，恢复《云南志》

之旧名，则名实相符，故此lX整理，题为《云南志补注》。

-国.. 

《云南志》的史料价值---------

关于此书的虫料价值，方国瑜先生已有i羊说，这里补充几

点。

〈一〉简明、全面

《孟南志))( ((蛮书)))共十巷，即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掘，

大田，名斐，六脏，二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南蛮

条教，南蛮疆界撞连诸番夷国名。也就是说，不到三互主由 1尹

南志))，将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 年)至贞元十年〈公元

794 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南诏镜抽区内的交通、名山大川、六

回历史括草、民族分布、首府区、主要城镇、物产、各民族风俗

习惯、南回政治制度，与南诏地方民族割据政权相毗邻的国家或

民族，作了全面的记述，读了之后，使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当时现

实社会的图景z 其书在叙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

的同时，卫国结着南诏地方割据政权这一中心，所以给人山既E

H整理主堕予主主撞昕!层芳:主~Q
《云南志》记述主叩碌起旦些理毛贯简直旦旦雨声

及而又中心突出。

---c=) 富有时代凤姐

全面记述，是志书的要素之一，但仅此是不静的，显然还要

表现整个时代风挠，或者说，要捏捏地打上历史的蜡印。而《云

南志》基本具备这一条件，在毒七"云南管内物产"中有如下一段

记述:

"从曲、晴州已南，模地已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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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过町睡。水田每年二鼎(挂E 原作一熟，今据r立政)。

从八月在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韬田种大羞，三月四月

np熟。收大主后，还种鞭福。小麦即于同撞种之，十二月下旬已

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主同时收划。......每耕田用三尺犁，格*

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田人前牵牛， -fl田人持按犁辙，一佣

人秉来。蛮抽山田，殊为精好。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遍令监守催

恒。如监守蛮官(按:原夺"宫"字，据上下主义补)乞I西饭者，

蜜之，杖下捶死。每一锢人，锢疆自牵连延或三十里口提田皆用据

息，水旱无掘。收间已毕，蛮官据f田人在口数日，支蜡禾帽，其

余葱辅官口"

这一段文字的内容大橄有四个方面的含义z 首先，自今日贵

州毕节、云南昭通地区歪曲靖地区，自昆明及其西楚雄、大理之

州地，以在业生产为主，己耕土地中水因为主，农业作物中以稻

谷为主，这里遍用牛耕，一岁二熟，生产水平是比较高的。

其肢，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民叫做锢人，而"船"字应该是

"雕"或"甸"字的音写，酿或甸也就是平坝，故不宜当作锢在解，

若然，则说的是居fdlF坝曲直且旦自然材蓓的土地，大部方圆

约三十里，或绵延的三十里，作为自蹄材落成员的农民个人，就

在这材落所拥有的土地上劳动生产。

第三，到了播种季节，南诏地方民族割据政权的城镇首领据

官直下到农村，他们的任务是曹促农民1i时播种，加强农田管

理。歪理且哩L这JE直豆LZP主EF盐农民p 暨坦F、是随主堕坦垣一
饭，望~理L 就带遭到严厉的惩罚，毫至捷克。」

最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在民的收割是在这些官直的监督

下进行的，而且在粮食进场之后，这些官直站在卢按人口晕目留

下粮食，剩下的就被南诏的地方民族割据政扭所榨取。留站在民

的粮食盘量大抵有多少，这里挺有具体数字，惟巷九南蛮条教中

有"战牛不分文武，无杂色性，每有征发，但下文书与材邑理人



处，克往来月 H 而已。其兵仗人各自费，更无官结"的记述，又

有"每出征军性，每蛮各携鹏来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

军粮料者"的制度，即实行乡兵制，打仗时，从农民中征调，而

在民每到在闲时期，都得接受军事训练，有马者编为马军，无马

者编入步军。由此看来，留给农民的当是大头，为官府榨取的应

是小头，否则随时应从征调、当兵打仗的农民，则既无力自备兵

仗，也不可能拿得出_. ....斗五升来去应桂了。

在《新唐书，南泪传》中有这样一条材料俨然专于在，无贵

盹皆耕口不需役，人岁输米二斗。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这是

录自徐孟虔《南i召;录》之立，所记当是贞元十年(公元 794 年)

以后南i召后期的情况。这时候不再有官克F在材监督农民播种、

收挠了，也不包办粮食的分配了。却形成了每人每年交纳二斗米

的制度。亘有甚者，原来巳脱离了在业生产的手工业劳动者，又

分于一份田士，重新披束缚在土地之上。当醋，刚回到农业劳动

的手工业者会得到免税优待，但是两年之后，也同真他在民一

样，还得按"人岁输米二斗"交税。这样，贞元前和贞元后→比

较，前期没有定制，后期再走制，从中也l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

论:南i召自开元年间统一f耳悔区域，并逐步统治了相唐所设立骂

州、挑州、南宁州三都督府辖区后，且主是且呈重化的哇fh
如果这一说怯能够成立，那么，前面所录那段记述正好是反映了

过搜性的这一时代特征，或者说富有时代风姐，亦或说是历史的

烙印，我们以为这→点对一部志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三)反映多民族的有机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边疆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

边疆旧志大都反映了这一情况，在《云南志》中处理的也比较得

当。《云南志》把南坦地方民族割据政权镜情下的各民族，诸如

囊、强锦蛮、弄栋蛮、青峙蛮、裳人、长挥蛮、阿蛮、施蛮、顺

蛮、磨些蛮、扑子蛮、寻传蛮、棉形蛮、望蛮、金齿蛮、旺蛮、

4 



如jß、两林、丰巳、崇魔蛮、桃花人等，均有一个简略的记述。

在顾及全面的同时，又有主改之分，即将再海、模地、骂州

三个区墙的民族放在重要的地位加以叙述，应该说这样的处理是

妥当的，肉为这三个区域是南i召统治的中心，三个区域中的民族

扮演者主要的角色。

8诬恒得重视的是《云南副对上述三个区域民族中的"乌
蛮"、"白蛮"的区分。漓地区墙，卷四名臭载z

"西囊，白蛮也。东蟹，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

州，西南至宜埠，邑蓓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品川人 åá辄、

晋宁飞哺献、安宁至龙和雄?谓之西囊。在曲、靖州、劲:鹿川、

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囊，风俗名量也。……阁罗凤遣昆JH

蜡使杨丰利以兵国胁西囊，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蜡。乌蛮以言语

不通，多散林咎，故得不徙。"

自今云南阳通诸地区的囊人(族)为乌蛮;今曲靖、昆明

〈包括王攫〉至操丰县谙地的量人(族)为白蛮。蜀汉时的模

曼，南北朝称囊，睛、唐相佳，惟由手住地不同而分为东囊西

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高有低，高的均白蛮，低者称

乌蛮。一句话，同是一个篝族，以地望而分东西s 以发展不平衡

而有乌、白蛮之分。

在骂州地区，卷一云南界内璋程载z

"耶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如邓部落，大鬼主梦坤，地方阔千

里。耶部六姓(撞z 原夺"六姓"二字，今据《新唐书》补)，一

姓白蛮，五姓鸟蛮。又有(挂=原夺此二字，据《新唐书》补)

韧襄(捶="裹"原说作"止飞据《新唐书》改〉五姓，在邱郁、

台望中间，皆鸟蛮也。乌蛮妇人以黑t曾为衣，其长曳地F 白蛮妇

人以白捕为衣，下不过膝。又束钦两姓在北谷，皆白蛮， (又有

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 (按! C J 号内之文字，据《新唐

书》补，下同〉三姓，皆属梦冲。..........如那南七十里有两林部

5 



蓓， (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章焉口其南有丰巴部

落，阿诺二姓肃焉Jo"

今四川西昌、大出山地区，两汉时盹堕型革耶人，蜀扭时称

作斯里、夷童，到了唐代称耶部、细邓、雨林、丰巴，总称东

蛮，他们大都同属一个族群，惟内部分别形成耶部、勿邓、两

林、丰巴等较大的势力，而其社会内部又分裂成鸟蛮和白蛮两种

不同的家支，即引文中所言之姓。这样的划分，→是醺于不同血

缘的家族公社~ -二是居于统措地位的家支属乌蛮，而被统治的重

支属白蛮，后束惶地区彝族中的黑彝、白彝家支的区分，盖橱于

此。

在饵海区壤，据卷四名韭1t卷五六黯所记，今再踵县撞有施

蛮、腼蛮p 大理县境有柯蛮，巍山县境有辈舍蛮，宾川县境有虚

些蛮，这些均称乌蛮。今挑安、祥云、弥撞、凤仪语地的弄栋 川

-蛮、声歧蛮、苇鸟，以及王J 揭?李、草囚I~等，坦型飞堕声ι 前
者除虚些蛮为&晋时期称做摩tþ夷和由---部分哀牢人昆明人融合

而成的辈舍蛮外，其余皆属扭晋期间的昆明族系统，而且上各族

的社会经前文化友展比较落后，故在称为鸟蛮。另外，整人

(族)和早己移居撞地的坦人，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发

展较高，桂花称为自蛮。

虽说再梅、捷地和器州三全'1[壁的民革彗乖马吉L且在但
其内容及族jp盟主币二而《云南志》不以鸟蛮、白蛮称呼一样而

把各族相互棍槽，这一点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样看来， ((云南志》具有简明全面，富有时代凤姐，以及

反映出多民族有机整体等长处口

6 

~ 

电



f
t
'今
〈

Ae 

三补注的内容

《云南志补注》以向达 4蛮书按住》为基础，即向氏原书篇

目、段落顺序1t按语仍保留原样，注丈(约占全书四分之三〉大

部分删去。补挂的内容为向民失枝、 i吴桂、误读、错简失校、误

J阵、存提及主主斐七士JEJ雪，生旦旦主主￡
失投例。卷七抄牛条z"弥需江己西出茸牛。开南己南养处，

大于水牛。一家教头弄之，代牛耕也。""主些ZZE宁主主JE
f皇ffFJ主理。因失校，向民读作"体诺江己西出聋牛，开南已南
荠处，大于水牛。一家鼓头养之，代牛耕也"。致使弥诺江已西

之聋牛赶到开南己南代牛耕地了。如此者尚多。

误校例。卷四问蛮条载z"及南ìB辈归义攻拔大城，问蛮遥井

迂北。"向民以为大城是大噎城之说，而补为"大草城"，其实当是

大和城之说口又如卷七纪"犀出越蝶，高丽其人以陷井取之。"向

民以为高丽当是丽水之民，因此改作"犀出越贱、丽水。其人以

陷井取立。"至不可通，实则"高丽其人"当是"高丽共人" (ltp高黎

共人〉之说，因越黯即在高黎共山之麓。似此误校者不少。

误读例。卷四两囊条载="日用于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乌

蜜种类稍稍复掘，后徙居西囊故地。"此言西囊白蛮被南诏强徙于

永昌，而未槌迁移之东囊乌蛮，稍稍复苏，而逐步移入西11故

地，则拟当如是读，而向氏读如"日用子品，今并在永昌城界

内。鸟蛮......"。是为不当。又如卷七载244小麦即于岗陵种之，

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刘。"此言小麦种之

早，熟亦早，当如是读。而向民读作州麦即于周陵种之，十二 Jω
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刘。"则不可解。. . I 

错简失控例。卷六"越礼城在永昌北.......又西至挂熬向飞共 l 

八十字，当是*昌城 F之文，错简于银生城与丽水域之间，因为

7 



越丰L城在京昌节度辖区之内。

民辑例。此分两种情况，一为失控而误棒的，如卷一辈州条

载:"耶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初襄(按:襄原作止，据《新唐

书》改〉五姓，在耳1部台整中间，皆鸟蛮也。"向民生于韧襄之

枝，因而，不但误读作"耶部一姓，臼蛮五姓，乌蛮相止五姓，

在耳部台整中间，皆乌蛮也"。且提释为"最初止有五姓乌蜜"，

至不可通。又如卷四弄栋蛮杂草zdd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碰撞吐

蕃城邑，收获弄栋蛮(按z 蛮原作楠，今改)迁于永吕立地。"弄

栋城本是南诏弄栋节度所在地，贞元十年用不着去政暗，所收在

者，指的应是原已徙于吐蕃控制区之内的弄栋蛮，据而，向民失

校井i吴释为"挑州当先陷吐蕃，贞元十年始从吐蕃归于南诏"，实

大埠。二是地名之误膏，如味是〈今曲靖)释为直良，穹雕〈今

酷江坝)释为湾旬，等等，此种情缸甚多。

- 存疑未改例。卷二载:"H·H·谓之磨些江。至寻声。" (撞E 声

Mi作传，寻传为寻声，亦即~舍之说，今政〉困向氏在此失控，

栓在卷四寻传蛮条住丈说:"凡此皆位置寻传于今滇西也。唯本书

在二记东泸水曹谓诺臭江自蕃中流出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告王

孟D 是又以寻传为在金i:ÞiI上面F也。兹井识语说，以持续考。"如

是者往往有之6

向民作为无考例。《樊志》所记地名甚多，尤以卷一、卷六

为最，眈如向氏所言，. {<樊志泸也是有关云南古代民族和地理的

一部大辞典"。然而向民释之不多，且释之有i吴，十之八、九则

注记为"无可考"。因空间不明，读者困难就大，故现在所补地名

考释数量较多。

以上为校补的内容及所补之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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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向民校注缺误的原因

向边《蛮书按住》失桂、 i吴枝、民膏者较多的原因，想到的

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费结《云南志》的资料来掘，主要录自袁撞((云南记》

(方国瑜哇(<云南EE目相说》中有住论)，.时氏耶耳E
参考I袁书而己，此其一。《新唐书，南蛮f专》近四分之一的文

字录自《樊志)) (己辑录附载于书后)，而向民也也《新唐书·南

蛮传》主要取材于 4蛮书)> (序言)， x说如但新唐书》所记册封

异牟寻事，"与樊氏书同出→帽"0 (末卷在文〉既肯定卫屉草。总

的是向民抗豫不快，因而《新唐书·南蛮传》所录《费志、》之丈

只作为牵证材料，前面提到的所谓"相止五姓"甚均显著。又如卷

一所主己244卫有束住两姓在北谷，皆白蛮。三姓皆属梦;中。"显然有

脱丈， {<新唐书·南蛮传》作"束(原作东，今改)软蛮二姓，皆

白蛮也，居~l:谷，妇人在白擂，长不过膝。又高粟蛮二姓，雷蛮

三姓，梦蛮三姓........飞此段文字正足以补正今本《费志》之脱

i具，然而向民仍作"束、教两姓在北谷，皆白蛮。三姓皆属梦

冲"。又原作"如那南七十里有两部蓓"0 (<新唐书，南蛮传》作

"切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事，有十1l\t三姓，阿也三姓啻亏望三姓

最焉……"。向氏仅补"林"字，余皆不颐，则当可补正者未加以

补lEo

其次，费绰 <<ii南志))所妃且毫趾主革军费:二道。一是自交
趾城二十五日水程至贾勇步〈今阿口)，即峰州路，自贾勇步十

日陆程至步头(今元江)，自步头十四日陆程歪安宁域，即步头

路口向民却不查步头路的存在，就使在通海路之三十八日程，主

步头路之四十八日程裹撞在一起。向民干脆把建水之步头，元江

之步头，以及贾勇步(河口)三地合为一地，甚至提出"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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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说不可i阜庭'飞此为不考究步头路之存在而聋误。

第三，因为民释某地名，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就说向氏把

曲州了南副辛苦为今西南地区，-不恒豆豆Et对运囊、古囊地区11石门
路括造地名之i吴释，而且导致失控，如卷→石门路纪石门〈今大

关县豆抄关〉九程至鲁型企(今鲁甸)，从鲁望九程至制长馆〈今

马龙县)，又三程至拓东〈今昆明)，已言至鲁望， "IIP蛮扭两

界"，而到了制长馆，又说"皆扭地"，则不可解。而当作"皆类扭

地气夺"类"字。此为一例。

第四，同名不同地，不加分辨，或辨之不当，乃至躁释。云

南旧面路险，生有右jj之地名。《岳王〉j-平玩弄运#面前面。因
向氏平加细嚣，而埠《费志》所纪南路石门之陪韧刊记为误，并

提出黄荣所修编梁桥阁，当在清漠关路上，即"西昌东五十里之

石门关"。实则史万岁出兵走请iI关路 (~t路)，归途过石门路

州、撞州"之语子隋初刊记下而致误。

第五，樊绰《云南志》所纪主要为开元至贞元十年fÏl)即南iB

前期之情况，这是非常清楚的。如南回六曹之设，向民以为"尚

属贞元初情形"，而后期有了发展变化，改设九爽，樊掉就纪有

"近年己来，南蛮更播职名不少"之语，向民亦认为如此，但又认

为六曹与九费井存，故提出"至后期既有诸爽，其所掌与六曹略

同，不知如何分工"的问题。又如《樊志》井无用贝作货币的纪

录，而《新唐书·南诏传》则量244以捕串及贝市易，贝者大者

指，十六枚为一觅。1南诏前明干用， E72坦且事虽革贝事APL主主也
乎是可以肯定的，然向民以为唐以前云南就用贝为货币，言下之

章，南坦前期亦当如此，欲言而止。此为向民往往存疑之由(当

然，材料不足而不能决者当存疑)。

第六，向氏《校注》关于吐蕃对南阳的影响，估计往往过

高，因此造成对一些问题民棒，如不察"弄栋城"为弄栋蛮之说，

10 



而有弄栋城先阳 F吐蕃?贞元十年归于南诏之i吴罄。

五 《云南志》所反映的南回前期社会

费绰《云南志、》所纪班回十分广臣，内容也非常丰富，叙事

记物亦比较具体，限于我的水平低，只是初学，不可能完全揭示

出其所反映之全扭，黯握过校补<(孟南志))，对南诏前期之状况

得到一些初步认识，在此简要提出，以供研究者奉考。

南i召起于巍山，先统一再梅地区，进而镜情较为广阔的撞

撞，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一大政抽势力。费掉《云南志》所反映

的正是边一发生于公元八世纪的事件。

韧唐时期，饵海周围居住着不同的族群=其北是施蛮、顺

蛮，出现了植穹、施梅、道雕憧坦z 西南为哀牢，山辈舍、董髦

二诏最盛，章含兼并，了以白蛮为主的白崖等南部诸地z 东边是磨

些蛮，越析诏最强z 苍山脚下， 1-耳海之滨则为问蛮所居。随着各

蓝群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各诏之间的政治活动亦颇茸起

来。辈舍诏困先据有经阱文化发展较高的白崖语地，社会经讲条

件较为优越，政治上就比之其他各诏更为活旺。辈舍诏与琅穹诏

时傍家族联姻，井与施梅诏加强联系，从而造成了这一区域中一

般槽在的势力。恰好当时吐蕃势力南下，唐王朝与其矛盾加捏，

实行了扶持蒙舍诏以遏制吐蕃的方针。董舍回乘此有利时机，迅

速兼并向蛮，北败二泊，东击越析，西营A<昌，在比较短的时间

内，基本上统→了饵悔区域。开元二十六年，唐王朝册封皮罗阁

为云南王，建立了再海地区之辈民统拍政缸。 这一政权以它刚刚

建立而特有的朝气括力，利用当时西南地区各种矛盾，不停地向

同周发展势力。四、五十年间，京国"威慑步头，且收曲靖，眼

i召所及，靠然情ÞÁ飞西面"刊木通道，造舟为粱。耀以威武，喻

以丈畔，款降者抚慰安居，抵嗣者系颈盈贯。种愚解缚，择胜置



城"。"裸形不忖自来，部鲜望风而至飞北面，"伐越寓，围i画合

同。越骂固拒被夷，会同i青降无害"，"越寓再扫，台整涤除，都

督见擒，士兵尽虏。于是扬兵工ß部，而江将大奔。回揣昆明，倾

城精额"l 南面，"建都镇塞于黑嘴之乡 "0 (上引文均见((南诏德

化碑)))至T西北，异牟苦攻收"吐蕃怯桥以东城垒十六，擒其王

Ji人，降民众十万口'\. ( <{旧唐书·本纪)))于是其境东踞石门，

东南至贾勇步(今问口)，西镇丽水域(今打罗)，南造"黑嘴之

乡" (西双版纳)，.北抵大搜河。贞元十年，唐王朝册封异车寻为

南诏。设云南安抚司统器，位草地方势力，从此南国称强于中国

西南边疆，经其后期Jl大理，延至十三世纪中叶，奠定元代云南

行省之规模。

南i召辖境，划均八1政区:六融区，. fJP南诏直辖区(再海地

区h 弄栋节度〈今楚雄、挑安等地区);其下有会川都督(会理

至大擅坷-带)J 拓东节度(模池、曲靖、昭通等地区)，其下有

通海都曹(通海歪何口一带h 宁~t节度，后改剑川节度(包有

t耳据、剑 Jr{~鹤庆、兰坪等地);永昌节度(今保山、 l自抢地区

:&撞去州1) ;开南节度亦称银生节度(今景东、思茅、西~版纳

诸地区);丽水节度(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铁桥节度‘(今迪

庆、丽江地区政盐掘、盐边诸地〉。这样的区划，显然本是南泪

统治者的主观意图，也并非偶然。首先，这是江晋以来云南建立

之郡县的继续和发展。说踹续是因为有了近千年实行郡县的基础

(尤为突出者是蜀江时之南中七郡)，这是南诏划分政区的历虫前

提，说发展是因为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照旧，而是有新的变动。其

次， i主一区划与民族的分布基本相吻合。概括地讲，拓东节度区

以囊族为主要，其下通海都督辖区以和i1è、僚子为主要z 永昌节

度区以朴子、金齿为主要z 弄栋节度下会川都督辖区以勿那、两

林、丰琶为主要，铁桥节度辖区以磨些、西蕃均主要;开南节度

区以茫蛮为主要s 丽水节度区以寻传(裸形〉为主要。弓~-T六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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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弄栋、宁北(今剑Jn) 节度区，原居民族属较多，舵处于南诏

统桔的中心，遥远步融合成为自族。第三，每一地区内，各族经

济联系紧密，因此，这一区划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经过南诏后

期至大理时期的经营和发展，成为中国一个强国行省。

南诏有清平官、大军将每日与之议事，设内算官(清平官充

任)及外算官〈清平宫或大军梅克任)，内算官掌机密文书，外

算官统六曹，卫设有断事曹长、军谋曹长，各司其职。外设节

庄、城佳、镇使(以 t均以大军将等竞任)、眼首领，最基层就

是村邑理人址。村邑是按照军事组织编制起来的，大凡丁壮，有

马者编为马军，无马者编为步军z 百家以上设总佐，千人以上设

理人官，万家以上有都曹z 每年在闲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籍和

认真的情习 z 遇有征发，即自带武器粮食应征。这一暴力机器带

布散厚原始军事民主主义色罪，七世纪中叶那种"尚战死，理病

亡町《新唐书，南蛮传)口，"凡相杀必报，力不能，其部助攻之。

整祀杀牛，亲联毕集，助以牛酒，多至数百"( (<通典》卷一八

七)诸如此类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由南悟这部暴力机器

正从原始军事民主主义中脱胎。另一方面，吸收内地的某些制

度，也是同样的明显，大曹的设置就是如此， IlP把内地的某些制

度增改删削，使其道应当时当地的情况。南诏前期的统抽机构，

总的说来是比较简单的口几十年间，能把民族复杂、经济文化发

展不干衡的广大地区统一起来这→事实，也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当然也如同一切刚出理的事物一样，有其不可避免的脆揭性G 但

是，南i召i政权刚-出现，就处于唐王朝和吐蕃两大政治劳力的夹

缝之中G 南诏挠的阶级充分利用了唐、吐之间的矛盾，得以迅速

的发展壮大，正好瑞:孙了它的跪弱性。另外，南坦把撞地区域二

十余万户丙囊白蛮徒居永昌地区，卫将离西成千上万户江裳、磨

些、扣I蛮、施蛮、顺蛮、朴子蛮等移于滇池区域，这种大规模的

移民措施，乃是巩固其统拍的重要补充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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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大体上有之三个}j面。一是作为社

会最基层的农村公社，这是以地雄为纽带组扭起来的，二三百

户、_ii六百户不等。从"每一佣人， f田疆民牵连延或三十里"，以及

"收川已毕，蛮官据佣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宫"之纪

革看，显然实行的是公有(材挂)在耕(个体家庭)，但己经不

是原生形i盔的农村公社，因为劳动者为统治阶提所榨取，实际上

村社己论为负担单位，材社居民被奴役，还有村社居民是按军事

组织蝙制起来以供驱使。这样村社既是生产单位，也是负担单位

和军事单位，二者结合在一起，这是统治阶摄取之不尽，用之不

蝇的财力人力来掘。这是大雕盈弄栋、拓东、剑川和永昌(部

份)等节度辖区内的大概情况。二是对水昌(一部份)、开南、

丽水、铁桥节度1i会)11 、通海都督辖区各族居民则攻战即召之，

并征收一定数量的土特产，是南诏军队人力物力的重要来源之

、三是南沼以庇大的军队(平时常备军三万，有战事随时征召

乡兵〉囚出掠夺奴隶和财物，填充他们丰断增长的贪欲。至于贵

族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奴隶〈上官授田四十现，上户三十现〉

也是肯定的，不过在南诏前期还未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

南诏前期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阶级之间的界限和对立是明显

的，所谓贵者富者"纺坦人朱萦以为上服"，而"庶贱"者不得服，

只许衣租绢z 最大统抬家族(蒙氏)食用金银器皿，其他贵族则

用竹草，而所谓眠者只能"持之而食飞盐井"功百姓自煎"自食，

"无榷辄"，惟"览雕域内郎井盐，洁白味美"，蒙氏一家独享;"既

嫁有犯者，男子格杀无罪，妇人亦死"，惟"强家富室"可用贵财

赎命z 然而突出者为土地占有的悬殊，其和U"上官授田四十双

(二百亩)，上户三十双〈一百五十亩)，中户各有差降"。而在民

被圃禁于农村公社之中，一年劳动收获，仅得口粮，实际上己经

农奴化。然而，其法甚苛，却非常简单，或杀或梳放。惟以军功

最重，军律为严。仍带有原始军事民主主义所特有的瘟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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