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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涵盖了云南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内容，为高校学生全面了解云南的省
史省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本教材突出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具有综合性。
本书内容既有云南地方的历史沿革与政治概况，以使读者能对每一时期具有标志性的云南上层建筑有
一个大致的了解，另外又增加了每一时期云南的经济、文化等内容，尤其加上了各个时期社会生活的
内容，使读者能对云南古代历史的各个方面能进行全面的把握。
二是有一定的新视角。
本书既注意说明各个时期云南地方与内地王朝的关系，强调云南历史是中国大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又注意强调云南地方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照顾云南社会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历
史事实：尤其在唐宋时期云南历史的章节命名问题上，没有采用长期沿袭的“隋唐时期的云南一域“
宋朝时期的云南”这种称呼，而是使用“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国号，这样更突出了地方史的历史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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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大理国与北宋的关系 公元937年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公元960年
宋朝建立。
公元962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定四川的后蜀政权，统一了四川，解除了云南与内地之间的交通障碍。
公元968年，大理政权即命建昌城（今西昌）的官吏致书宋朝廷表示祝贺，并要求通好，主动与宋朝取
得联系。
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
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
公元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即命令黎州官吏在大渡河上造
船，以便大理国入贡；公元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公
元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在以后的六七十年间，大理都曾先后派遣其所属的邛部、两林川的首领，由西川向宋朝进贡。
这种进贡，既表示政治上的臣服，也是大理国与宋朝的官方贸易。
这样，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就开始进行。
随即展开的则是民间的交往。
在北宋时期，双方人民在黎州进行商业交往，互通商品有无。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宋朝廷对大理国始终存有戒心。
在古代封建王朝中，宋朝的政治经济力量是比较弱的，它始终未完成过去传统的中国疆域的统一，不
能与汉、唐相比拟。
宋朝一建立，北方和西北便为辽和西夏所割据，且两个大的势力，先后都给宋朝以大的威胁。
所以，对西南地区的大理政权，宋朝廷也就存有戒心，害怕它们随着势力的强大对宋朝造成威胁。
宋朝廷认为“大理即唐之南诏”，对大理国即存有严重的偏见。
宋朝廷错误地总结了唐朝灭亡的历史教训。
在北宋前期编的《新唐书》里即说：“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祸生于无备；唐亡于
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事实上，庞勋领导的桂林兵变是唐朝政治腐朽的产物，与南诏对内地的侵扰没什么必然联系。
但是在这里，宋朝明显是影射：北方和西北的辽和西夏应防备，而西南的大理也要谨防。
据史料记载：当王全斌平定后蜀政权之后，欲因兵威平定大理政权，将地图呈给赵匡胤定夺。
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用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
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
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
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
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
”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对后世影响深远，最明显的例子是元
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不管宋太祖玉斧划界的传说是否真实，宋朝军队平蜀以后没有继续南下大理则是事实。
 就大理国而言，却从未向宋朝发动任何军事侵扰。
为了自身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大理国并不满足于一般的入贡，而是要求与宋建立政治上的
藩属关系。
因为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一定要有正式的政治关系的建立来作为保证。
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
一直不愿意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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