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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经营云贵的历史是新帝国的确立史及其内部边疆的开辟史。
在此过程中，朝廷对西南“生苗”的军事征剿和政教改造伴随始终。
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以苗疆再造为目的的改土归流。
需要说明的是，明清以降，“苗疆”的提法主要是中原文献对西南族群的一种泛指和他称，不但涉及
的地域具有伸缩性，所指的族群也涵盖甚多，并非仅为今日的“苗族”。
与此相关，在“改土归流”的实施中，又包含着帝国征服者对“苗疆”境内不同区域与人群的类别区
分。
以当时的官方用语来说，就是“蛮悉改流，苗亦归化”。
其中的苗和蛮代表着帝国眼中苗疆的两类族群。
前者是业已被历代王朝征服且有土官、土司作为朝廷代理的“熟苗”，后者则是未经改造、不服统领
的“生苗”。
对此，帝国的苗疆再造便同时包含了对熟苗当中土司、土官的去除和对剩余在“生苗”境内所有“化
外之民”的收编和驯服。

　　顺治十四年（1657），清廷令吴三桂、赵布泰等由中原分头西进和南下，大军攻打云贵，继而灭
除南明王朝、宣告统一天下；随后又在云贵设“经略”、置“总督”，留兵镇守，恩威并用，使其与
直隶、两江等各处总督、巡抚一道，内外呼应，拓建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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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见，对云贵的攻占和剿抚，是清帝国赖以创建的转折和基础之一。
基础一旦奠定，“开辟”即成为统治者花大力步步推进的艰难要务。
开辟就是开疆辟土。
对新帝国而言，其含义有二：一是对前明政权的推翻和替代，其中有沿有革；二是在拓占版图内对历
朝影响均未抵达的“生苗”之地进行新的征服，其中剿抚并用。
此二意合为一体，相应的举措便是：弃明朝，兴大清；废土司，派流官（及移民）；剿土著，兴教化
。
　　清代有专论黔省“开辟”者，日：“黔处万山中，土不厚于西北，财不富于东南，而其地则在所
必开。
”此论首先即指出了高原山地的区位落差，然又为何强调“在所必开”呢？
理由是历代的过失与本朝的扬弃，日：“历代所为，羁縻蓄之。
前明百战辟之，我朝礼乐征伐，多方定之。
”意思是说，由于历朝放任或有武无文，导致四处不宁，直到大清礼乐并用，才使天下安定。
　　另有官员在给朝廷的奏章里写道：“黔省远在天末，虽有府州县卫之名，地方皆土司管辖，约束
不严，致令苗蛮劫杀无忌。
”这是在渲染土司、土民因缺少管教而体现的无序、荒蛮中，凸显清帝国整治苗疆的必要与合法以及
道德的优越之感。
　　同样的论者还在见到“未辟则化外之彝，既辟而生聚吾民于其地”的同时，认识到“辟之非难，
抚之为难”。
但无论如何艰难、代价多大，为了帝国大业，开辟的举措是一定要实施的。
那是什么样的大业呢？
就是将被视为“化外之彝”的山地苗人无论生熟，统统地、逐步地“辟为吾民”。
而这正是历代帝国的要求和目标。
　　汉语的“开辟”之意早在先秦时代即现雏形。
《诗·大雅·江汉》有“式辟四方”的词句，郑玄解其意为统治者以“王法征伐，开辟四方”，目的
在于“治我疆界于天下”。
这个观点与同样出自《诗经》的另一表述是紧密关联的，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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