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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学报》是涵盖民族研究各个领域（民族史、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学、民族艺术⋯⋯）的大
型集刊。
凡是研究国内外民族的论文、调查报告、新发现之文献和文物资料、国外论著的译文等质量达到要求
且未曾在国内报刊上公开发表者，字数不限，均受欢迎。
本集刊强调作品的学术性和资料性，侧重于基础研究，但对深人实际、确有创见、有助于推动民族地
区社会进步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也予发表。
投稿可邮寄，也可用电子信箱。
邮寄请附光盘。
年老资深学者的手写稿件，亦为本刊所接受。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工作单位、电话、通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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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个土官辖境范围又　　回复到元朝初年的状况，但不久即合并为一个土司，即八百大甸军民宣
慰使司。
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的辖境范围，据明代景泰年间编写的《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说：“东至老挝，
南至波勒，西至木邦，北至孟艮”，相当于今泰国北部的南奔府以北地区。
南部的“波勒”（当即今彭世洛）则属于暹罗国大城王朝。
大城王朝曾于明宣宗宣德七年（1432年）前后，派兵经由彭世洛等地进入八百土司境，八百土司向明
朝廷报告说：“波勒土酋常纠土雅（即犹地亚，亦即大城）之兵入境杀掠，乞发兵讨之”。
但明朝廷“止降敕抚谕”而已。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前后，越南黎氏王朝发兵进入老挝和八百土司境，八百土司刀揽那抵制
了黎朝的侵扰并救援了老挝，明朝廷“命云南布政司给银百两、丝币四表里以奖之”。
16世纪中叶，缅甸东吁王朝势力崛起，于嘉　　靖中年占领了八百大甸土司之地，并派莽应龙据守景
迈城，八百土司避居景线（昌盛）与缅甸相对抗。
这时明朝也没有力量再顾及八百。
　　17世纪中叶，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
此前，暹罗大城王朝仍统治其原来的辖境范围。
八百大甸土司区被缅甸东吁王朝占领之后，一定时间内曾反抗缅甸而依附于暹罗。
　　缅甸雍籍牙王朝虽然占领了八百，但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
由于雍籍牙王朝纵容八百北部的孟艮土司侵扰中国车里，清朝从云南派兵进行反击。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军进入孟艮，艮一带的掸族土司投向清朝，八百大甸一带的泰族土司
也主动归附，清朝于其地设置了整迈（清迈）宣抚司、景线（昌盛）宣抚司、景海（清莱）土守备，
六本（南奔）土守备四个土司。
中、缅战争时，缅甸雍籍牙王朝又控制了孟艮，遮断了整迈等土司与清王朝的联系。
同时，雍籍牙王朝出兵攻打暹罗大城王朝，1767年攻陷大城，覆灭了大城王朝。
郑昭起来驱逐缅兵，建立吞武里王朝（1767-1782年）。
　　1773年，吞武里王朝出兵平服清迈，八百土司之地自此属于暹罗。
吞武里王朝之后的曼谷王朝继续统治清迈等地。
　　19世纪中叶以前，暹罗的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都经由南方的海路与清朝一直继续
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暹罗的北方则经由清迈等地进入云南车里土司区进行交往，但不如南方海路那样频繁。
关于北方的这条陆路交通线，根据道光《云南通志》卷一。
七记载，由今西双版纳的勐腊和景洪两县的南部边境，有两条陆路交通线在暹罗北部汇合，然后经景
迈、南奔等地，再沿湄南河南下，直抵暹罗国都曼谷。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前后，暹罗占领了今缅甸掸邦景栋地区东北和老挝西北一带地方，把边境向
北推移而与云南的车里土司地区直接相连，即通过上述陆路交通路线与云南车里傣族地区交往。
　　老挝北境琅勃拉邦等地，与中国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山水相连，居民往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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