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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土司研究》是从土司区域内部情形研究我国土司制度的。
通观全书，有四点新意：第一，理论上有新意。
该书系统总结了前人土司制度研究理论，提出要从“三个层面”、“四个视角”观察土司，并且提出
了鉴别土司的二十八字理论和土司类型理论，第二，内容上有新意。
提出土司研究应该从土司区域的变动与土司城的变迁进行研究。
第三，资料使用上有新意。
该书除使用大量官方文献外，还使用了民间文献。
这是以前没有做的。
 第四，方法上有新意。
该书运用了历史学的实证方法，有史有论，寓论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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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土司区的变动与土司城的变迁　　清朝时，我国土司类型远远地超过了以前的宋明时期
。
其有抚慰型、政务型、僧官型、羁縻卫所型、土弁型、札萨克旗型和土屯型等七种土司类型。
各类土司区的变动，是时局变化的必然反映，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土司势力的兴衰。
　　土司城的变迁与土司势力的兴衰息息相关。
中华帝国时期，在伦理型政治内外区分原则主导之下，因人定职，因职设置机构，因机构而演变为城
镇，反映了我国土司城镇成长的一般规律。
因此，土司既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人其流、世受其封”的
土官，又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
可以说，有多少土司就宜有多少土司衙署甚至是土司城镇。
然而据目前的历史人类学田野考察，土司衙署或土司城的数量远少于根据文献记载所统计出来的土司
数字。
之所以如此，固然是因为年代久远、田野调查力度有限，致使诸多土司城与土司衙署未被发现，同时
又与龚荫先生所言的“拣到篮子里就是菜”的统计方法以及将未入流的土司自署职官划入土司之列有
关系。
可以这样说，把未人流的土司自署职官划人土司之列，以及将清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诸多土舍
、土目的家宅列为土司衙署，就成了土司研究数字化处理的一个瓶颈。
据龚荫先生统计，清代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九家土司，其中以“原官授之”者一千零七十八家，新设的
土弁、土屯及未人流的文职土司七百零一家。
如果以四比一的比例进行折算，清代土司衙署最多可以达到二百七十个。
这一数据，在李世愉、吴永章先生的研究中得到证实。
据李世愉统计，清雍正年间首先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广等五省革出土司二百二十家，然后
又在这些省份新设流官一百五十二处。
据吴永章统计，清乾隆时上述五省土官尚存七百零八人，其中文职土官一百一十二人、武职土官五百
九十六人。
该数据如果仍以龚荫的标准进行折算，五省土司衙署尚有一百七十七个。
可见，做二百七十个清代土司衙署的估计比较符合实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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