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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双版纳傣族政治形态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描述了西双版纳政治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
，分析了处于演变和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傣族政治形态的结构、特点和功能，总结了傣族政治形态演变
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当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治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展望了西双版纳优秀政
治发展的未来。
整个研究，既是民族学与政治学的结合，也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结合，还是学术问题与现实问题
研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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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强，汉族，1964年生，重庆人。
1981年7月进入重庆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1985年7月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1985年7月至1989年9月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第一中学担任高中英语教师。
1989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92年6月获得史学硕士学位。
1992年7月至今，在云南行政学院校刊部从事编辑工作，期间于1999年开始创办《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年9月进入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师从周平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和民族
政治。
2007年7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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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西双版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内涵就是分封制和份地制。
根据《泐史》记载，土地分封制在叭真建立景陇王国时就开始施行。
叭真有四子，都获得了封地，长子封于兰那（今泰国西北部），次子封于勐交（今缅甸东部），三子
封于勐老（今老挝北部），四子承袭父位。
叭真以后历代召片领都给子女分封领地，甚至把土地以及生活于其上的人民作为女儿的嫁妆。
①在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召片领利用政治手段，把农村公社的土地据为已有，再以赠
礼或恩赐的方式分封给他的宗室、亲信及家臣。
土地分封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召片领分派自己的兄弟子侄等宗室亲信到各勐去任召勐，成
为下一级领主，领导该勐的土地和人民，召勐职位及其对该勐土地和人民的所有权是世袭的。
第二，召片领分封被征服的哈尼、布朗、基诺等其他民族头人为金伞大叭，仍以各民族原有土地封赐
给各民族首领，使其成为召片领统治该民族的工具，其职位和土地所有权也是世袭的。
第三，召片领把土地作为俸禄分封给在封建政权中为其效力的家臣和官员，官职的高低与封地的多少
相对应。
这种俸禄性质的封地不能世袭，一旦失去官职也就失去封地。
如前所述，这种俸禄封地共分七个等级。
分封制的实行，为西双版纳傣族上层统治者维护自己的统治创造了条件，随着分封的下级领主增多，
各封地逐渐缩小，各勐对抗召片领的势力也随之减弱，因此，分封制有利于召片领加强集权。
特别是，官职与分封俸禄的挂钩，一方面，可以刺激各级官员更加忠实于召片领；另一方面，更加深
了人民的等级意识。
份地制：在分封领地的基础上，封建领主除去自己少量直接占有的土地外，仍然把耕地分配到各村各
户，让农民直接经营，但是交换条件是为领主提供各种封建负担。
在西双版纳傣族村社中，凡是有负担能力的成年人都有权要求或被迫接受一份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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