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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丽江ｍａ土司的家圃观

木粲成 汪柄鋈 佳 日
一史

【提 要 】 本文通过呈现木氏土 司 与 中 央王朝 的政治 文化联 系 来探析木氏土 司 的 家 国

观 。 明 至清初 ， 丽江木氏土 司在滇川 藏交 角 区域的政治文化格扃 中扮演 了极为 重要的 角 色 ，

这与 历代木氏土 司 能够积极与 中 央王朝建立联 系 ， 树立正确 的 家 国观念密 不 可分 。 这不仅

促成 了 木氏土 司 对辖 区 的统治 ， 同 时也促进 了 中 央王朝对边疆地 区 的有效治理 。

【关键词 】 丽江 木氏土 司 中央王朝 家 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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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是元 、 明 、 清三代 中央王朝为治蒙古人为绕道攻取南宋 ， 选择 了先克大理的进

理西南 、 西北边疆而设立 的一种任命当地 民族军路线 。 公元 １ ２ ５ ３ 年 ， 蒙古军队兵分三路渡过
？ 首领为地方世袭长官的政治制度 。 前承羁縻之金沙江 ， 途经纳西族聚居 区 ， 为 了保证进军速

治的土 司 制度发于元 ， 盛于明 ， 衰于清 ， 并苟度 ， 据险顽抗的部落遭到 了猛烈的打击 ， 而迎

延于近代 ， 到新 中 国成立时正式宣告结束 。 这降者则被授予官职 ， 并协助攻取大理 。

① 与沿江
一前后延续 了近 ８００ 年的官制在 中 国统一多民抵抗的其他纳西族部落不同 ， 位居丽江坝的阿

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ｆ
发挥了重要作用 。

＾琮阿良顺应时势 ， 主动迎降了 由 忽必烈率领 的

木氏
去
司 的兴衰与 中 国土司

￥
度 的兴衰相中路军 。 由 阿琮阿 良

一

系任世袭州 守的通安州
始终 。 公元 １ ２ ５ ３ 年 ， 木氏家族被元朝任命为丽 （今丽江坝 ） 在建制上是受丽江路军民宣抚司管辖
江路军 民 府下辖 的通安 的世袭州 守

二
公元 的 。 然而 ，

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军队的到来 ， 却给
１ ３８２ 年出降明朝后 ， 升任丽江知府 ， 公元 １ ７ ２ ３

位居丽江坝的阿综阿良一系带来了崛起的机遇 。

年改土归流降为世袭土通判 。

＿

木 氏家族作为世阿琼阿 良顺应历史潮流的传统也为他的第
袭知府共经 １ ８ 代传承 ， 治理丽江达 ３ ６ １ 年 。 木 四世孙阿甲 阿得所继承 ， 阿 甲 阿得归顺明朝 的
氏土司坐治丽江期 间 ， 不仅促进了古代纳西族 抉择正式开启 了 木 氏土司 的鼎盛时代 。 明洪武
社会的发展 ， 而且也深舰影响 了整个滇川藏 十醉 （公元 蘭 年 ） 九月 ， 傅友德 、 蓝 玉 、

胃 。 ＆与＃ 氏± 司＿沐英率步骑 ３ 〇 万征云南 。 次年 ， 明 军攻克大
联系 ’ 并树立起家 国

理 。 然而当 时云南 的许多地 区 尚 属贩脱之疆 。

自于云細地形复杂 ， 明军在推进的过程中面

―

、 率众先归 明 ， 皇帝赐木姓临许多困难 。 诸多地方民族势力并不愿意与 明

早在兀初 ， 木 氏先祖就 已经成为 了受 中 央 ① 参见赵心愚 ： 《纳酿与 藏族关系史 》 ， 四 川 人 民 出 版社

王朝册封的世袭地方长官 。 公元 １ ３ 世纪 中期 ， ２００ ４ 年版 ， 第 ２２ ６
？

２ ２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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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军队合作 ， 甚至负 隅顽抗 。 这使得明军疲于＿ｋ

应付 ， 不得不分兵征讨 。 在这样 的情境之下 ，
一、 边塞１、忧国 ， 捐饷护统—

：

撼關麵临严重醜疆紐 ， 北方的

＿蒙古族仍有很大的威胁 ， 西面南面又有强大 的
帝圣 旨 ’

？ ＂？ 大 军 既 临 渠 魁 以 获 ’ 尔 丽 ＾
藏族 。 而这时 ， 位处滇川藏交角 区域 ， 拥有－

官 阿得 ’ 率 众 先 归 ’ 为 夷风望 ， 足 见摅 诚 ！

定军政实力且又忠于 中央王朝 的木 氏土司 ， 成
且朕念前遣使 奉表 ， 智 略 可 嘉 ； 今命 尔 ＋

力了明王朝防边醜 的重要力量 。 在前引 的诰
姓 ’ 从 总 兵 官 傅 拟 授 职 ， 建 功 于 兹 有 光 ’

命中 ， 朱元璋便 向木 氏土司 明雜 出 了
“

防 固
永永 忽 忘 ’ 慎之慎之 ！ 洪 武十五年 ？

石门 ， 镇御蕃軸
”

的任务 。 而木 氏土 司 的家 国

＿
一体观念也驱动着这一政治家族认真履行 自 己

皇帝的赐聽雜木 氏家＿命ｆｅ 自 此与 纖责 ， 明王麵碰祕也翻 了落实 。

中央王朝紧密联结成为－体 。 而木得显然也明面对藏族部落对金沙江 、 賺江等河谷地区
白争取明廷的支持对于壮大家族之政治

ｇ
力 Ｗ

的频繁袭击 ， 木氏土司首先通过对 自 己驅的有
意义＃在 。 他Ｔ仅积？＿军灯 了 效治理 ， 积蓄起了—定的力量 。 之后便开始了对
军民宣抚司下辖的各府州县 ， 同 时也ｐ二年 滇川藏交界地区的用兵 。 通过近 ｒｏ 年的时间 ， 木
（公元 １ ３ ８２ 年 ） 亲 自

＾
着贡物远赴南京朝觐 。

氏土司逐步控制 了 中甸地区 ， 然后开始主动出击
自此 ， 木氏家族作为丽江府最高世袭统治者

＾

的 巴塘 、 理塘 、 芒康等藏边核心地带 。 历经 １ ８０ 年 ，

地位也终于被正式地确立起来了 ：木氏土司在明万历晚期真正控制了滇川藏边区 。

＿
＿
＿扩张中 的木氏土司 ， 也并未一味采用武力

皇帝制谕 ， 云 南 等处承宣布政使 司 丽江 征服 。 针对藏区喇嘛教势力庞大 、 教派 内部斗
府土 官 知府木得 ， 尔从征 南将军傅等 ， 克佛 争激烈等特点 ， 木 氏土司在治理藏区过程 中采
光寨 ， 攻北胜 ， 及石 门铁桥等处奏功 ， 授尔子 取了

“

多派扶持 、 以教治教
， ，

的软策略 。

④ 初期
孙世袭土官府 ， 永令防 固石 门 ， 镇御蕃麵 。

０木氏土司 多与噶玛噶举派往来 ， 并大力支持其

传教 。 公元 １ ５ 世纪后格鲁教迅速发展 ， 木氏土

木氏土司深知家族的发展离不开 中 央王朝 司便顺势支持格鲁教派 ， 康 区最大的寺庙
——

的扶植 ， 因而也将克尽 臣忠 的道德理念与为 明 理塘大寺——即是 由 木 氏土 司 大力捐 资而得 以

廷拓守疆土 的职责 ， 拔高到 了维系家族延续的 完工 。 在木旺的推广下 ， 大量纳西族喇嘛教僧

层面 。 木公在 《建木 氏勋祠 自 记 》 中这样训诫 侣来到理塘大寺学 习 ， 再进人拉萨修行 ， 可谓

家族的后世子孙 ： 是深人了藏传佛教 内部 。 后任 的土 司木增又在

噶玛噶举派 的帮助下主持刊刻 了丽江版的 《甘

我所世 受 禄 ， 我 所 世 享 政 ， 我 所 世 出珠尔 》 大藏经 ， 而这一行为 同样赢得 了其他教

谱 ， 我所 世 袭 土地人 民 ， 我 所 世 有德 之 祖派的支持与尊重 。 然而 ， 由 于格鲁派于 明末逐

宗 ， 而 延及 后 之 子 孙 者 ， 非 无 本 也 。 我 子步得到蒙古势力 的支持 ， 在卫藏地区取得 了一

若孙 ， 能 效祖宗 克功 者 ， 衮 冕之恩 有 加 矣 ， 派独大的局面 ， 木 氏土司 因 此难 以容忍 ， 转而

能效祖 宗 修德 者 ， 箕 裘 之 荣 綦 远 矣 。 乃 如全力支持噶玛噶举派 ， 尽力扑灭格鲁教派势力 ，

公之 尸 位 素餐 ， 如 不 知 朝 廷 之 恩 ， 祖 宗 之

德 ， 虽 继 有今 日 之 荣 ， 则 何 用 矣 凡 我
① 木光编著 ： 《木府风云录 》 ， 云南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 ６ 年版 ， 第

子孙 ， 受 朝 廷 世 袭 美 官 ， 拓 守 边城 ， 不 可 ５ ６ 页 。

有动挠 患 ， 以 贻 天 子 忧 。 遵祖 宗 世 传 之 雅② 同上 ， 第 ５ ７ 页 。

＿＿

训 ， 不 可紊淆 变 乱 ， 以 败 木 氏 家戴 。 《 易 》

③

＝＾２＋

氏

＝＾
》

‘
木

７＝
著 ： 《木賴云录 》 ’ 云

曰 ： 自 天 佑之 ， 口 无 不 利 ， 我 子 孙其 亦 ④ 周智生 ： 《 明倾江木氏土司藏区治理策略管窥 》 ， 《 中醜

有庆哉 ！ （ 明 嘉靖七年 ）
③疆史地研究 》 ２〇 １ ３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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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使得其在滇川藏边区的弘法受到了威胁 。年 （公元 １ ６ ３０ 年 ） ， 又助京及黔饱 ； 明崇祯十

木氏土司还通过因地制宜地建立基层统治年 （公元 １ ６ ３ ７ 年 ） ， 再助陵工及捐银 ５ ００ 两 。

？

机构来实现对藏区 的治理 。 首先 ， 木 氏土司 派木氏土司 的忠君忧 国之心在木增 《辽左发难捐

出亲信负责军政事务 ， 即所谓的
“

绛本
”

（藏语资助饷疏 》 中可见一斑 ：

中纳西官员之意 ） 。 而在绛本之下军政分离 ， 分

别 由
“

木瓜
”

负责军事 、

“

本虽
”

负责行政管臣 不 觉发 竖 眦裂 ， 扼腕呼天 ， 即欲亲率

理 ， 两者各 司其职 ， 均 听命于绛本 。

“

木瓜
”

部 曲 ， 裹粮东赴 ， 执讯 问 丑 ， 食 肉 寝皮 ， 以

“

本虽
”

又多 由诚服的藏族头人担任 ， 由此层级彰 国 威 ， 以 快 臣 心 ，

……且夫蜂蚁识君 ， 犬

分明 、 分工明确而又有群众基础 的制度在藏区马 怀主 ， 臣亦人类 ， 顾返不如蠕动 乎 ！

②

有效施行 ， 加强 了木 氏土 司 的统治 。 同时木 氏

土司注重经济往来 、 发展农业 ， 使得藏 区与其积极捐资助饷 ， 说明木 氏土司能够深刻地

他地区 的交流增多 ， 加强 了联系 。 由此 ， 木 氏把握当时的 中央与地方关系 。 木 氏土 司如此积

土司也很好地完成了 明王朝交给的任务 。极而频繁地捐资政府 ， 除 了履行土司职责 ， 向

当然 ， 木 氏土司 的扩张难免有 自 我扩张壮中央王朝表忠心之外 ， 应该还有深层次的考量 。

大之嫌 ， 但由 于其行为符合 明王朝 的利益 ， 同历代木氏土司深知只有 中央王朝 的支持才能继

时又对明王朝始终保持着政治忠诚 ， 因而 明朝续在其辖区进行有效统治 ， 而一旦缺乏 中央支

不但不怪罪其发动战争 ， 反而多加赏赐 。 从这持 ， 其统治也将面临极大挑战 。 辖 区 内 的各 民
一层面而言 ， 积极拓边也就成为木 氏土司加 固族势力 ， 他尚能依靠 自 己 的力量进行控制 ， 但

与 中央王朝关系的方式之一 。 由外部而来 的强大政治军事力量则并非其能应

木氏土 司 身处西南边陲 ， 能够忠心 履职 、
对的 。 另一方面 ， 中央王朝 的 困境也会对地方

按时完成赋役 已经实属不易 ， 然而当 中央王朝产生影响 。 如果 中 央王朝 的稳定受到威胁 ， 地

面临 内外 困境之时也始终为其忧虑不 已 。 木 氏方的经济政治形势难免不受硖及 ， 这也会给木

土司在积极行使 自 己 的职责 的 同 时 ， 仍然关心氏土司 的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 。

支持着中央王朝 的发展 。 其 中助饷是最为重要木氏土司基于家 国观念而对中央王朝 的忠

的一项表现 ： 明朝万历十一年 （公元 １ ５ ８３ 年 ） ，
诚与尽责在西南诸土司之 中可谓是脱颖而 出 。

西寇叛乱 ， 木氏土司木旺捐资饷银 １ ０００ 两 ； 明明朝虽然通过土司制度加强了对西南边疆的管

万历十二年 （公元 １ ５ ８ ４ 年 ） ， 明朝军队征战緬辖 ， 但大小土司各 自 为政 ， 相互仇杀 ， 甚至会

甸 ， 木旺再次捐饷银 ２０００ 两 ； 明万历二十二年起兵反抗中央王朝 。 其中有三次非但规模较大 ，

（公元 １ ５ ９ ４ 年 ） 缅甸侵略云南腾冲 、 保山 等地 ，

甚至对明朝 的统治造成了一定影响 。 其一为 明

木旺奉命率领土兵救援 ， 击败 了缅甸 的人侵 ，

英宗正统二年 （公元 １ ４３ ７ 年 ） 的麓川之乱 。 麓

自 己 却 身 负 重伤 以 身殉 国 ； 明 万历二十五年川宣慰使思任发 自 称
“

滇王
”

起兵叛乱 ， 明朝

（公元 １ ５ ９ ７ 年 ） ， 顺宁大侯州发生叛乱 ， 当时的 调军 １ ５ 万 ， 耗费大量财力人力 ， 历经八年终于

木氏土司木青捐助饷银 ４００ ０ 两 ； 明万历 四十六 俘获思任发 ， 平息了叛乱 。

③ 其二为明万历十七

年 （公元 １ ６ １ ８ 年 ） ， 明朝面对东北强势崛起的年 （公元 １ ５ ８ ９ 年 ） 贵州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

满洲势力力难再支 ， 向全国征收
“

辽饷
”

。 土司乱 。 杨应龙兴兵作乱攻掠 四方 ， 随后又佯称伏

木增深知 国家危难 ， 筹集母亲遗产 以及木 氏家 罪 ， 先后反复 １ 〇 年 ， 最后 中央王朝下定决心 ，

族多年积蓄 ， 共捐 出 １ ００００ 两辽饷 。 明廷大为 调集八路大军 ２〇 余万 ， 终于彻底击败之 ， 并实

感动 ， 圣旨要求相关部 门
“

刊载事例 ， 通报各


地
”

； 明万历四十八年 （公元 １ ６ ２０ 年 ） ， 木增再① 详见 《木氏宦谱 （影印本 云南美术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助银 １ ２〇０ 两 ； 明天启二年 （公元 １ ６ ２ ２ 年 ） ， 木② 《丽江府志略 》 ， 乾隆八年纂修 ， 丽江县县志编委会办公室

增又差人
＾
银 １ ０００ 两以颁员 阵亡忠孝 ； 明天启 ③ （清 谷应泰 《 明史纪事本末 ， 卷⑴麓川之役 》 ， 中华

五年 （公元 １ ６ ２ ５ 年 ） 再助银 １ ０００ 两 ； 明崇祯三书局 １ ９ ７ ７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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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粲成 汪炳鎏 佳 日
一史 ： 浅析丽江木氏土司 的家国观


行了改土 归 流 ， 此役 与 平哮拜 、 援朝 鲜 并称元 １ ６ ６ ７ 年 ） ， 吴三桂突然下令 ， 指派木懿为其
“

万历三大征
”

， 几乎耗尽张居正改革 以来的财备兵一千 。 木懿深知此乃吴三桂意为反叛而储

政储备 。

① 其三为 明天启元年 （公元 １ ６ ２ １ 年 ） 备军力 ， 因而借故推脱 。 吴三桂因此大怒 ， 将

永宁宣抚使奢崇明起兵 围攻成都 ， 次年水西宣木氏土司受赐于 中 央王朝 的镇边金 印 、 三 台银

慰使安邦彦起兵响应围 困贵 阳 ， 明朝军队与之印尽数没收 。 第二年 ， 吴三桂又 自 作主张 ， 把

不断进行拉锯战 ， 直到 明崇祯三年 （公元 １ ６ ３ ０原属 丽江府管辖 的 照可 、 你那 、 香 罗 、 鼠罗 、

年 ） 才终于平定战乱 ， 这让本 已风雨飘摇的 明中甸 五大地方 ， 割让给 了 盘踞在青藏高原 的

朝雪上加霜 。

② 丽江府与云南的蒙化 、 元江并称
“

固始汗一格鲁派
”

蒙藏联盟势力 ， 以此作为和
“

三大土府
”

， 政治军事实力可见一斑 ， 然而不好之计 。 更令人发指的是 ， 其地虽 已私割蒙藏 ，

同于上述土司 ， 木 氏土司坚定地选择 了站在 中但原地方应 向 中央缴纳 的钱粮 ， 吴三桂仍然责

央王朝一边 。 多次捐饷 的行为 ， 也不能简单地成木懿缴纳 ， 直到康熙八年 （公元 １ ６ ６ ９ 年 ） ，

解释成为 了换取中央政府的支持 ， 而是应 当理才由抚部院提告而得以豁免 。

解为他们将 自 己家族发展的命运托付给 了 中央当时云南省 内 的大小土司 ，

一方面 由 于不

王朝 ， 实现家国利益的高度统一 。服中央管辖 ， 另一方面又 因畏惧吴三桂势力 强

＿ 大 ， 因而争先向其奉承治媚 。 吴三桂为使域 内
二 、

丨傾危小辱 叩 ， 刀 ？几天二桂大小土司为 己麵 ， 常常 自 作主张给他们授予

清顺治十六年 （公元 １ ６ ５ ９ 年 ） ， 木懿秉承 封号 。 各地土司竟纷纷向吴三桂上缴 中央王朝

历代木氏先祖顺应历史潮流 ， 拥护 中央王朝 的 赐予的印信号纸 ， 以求换得 由 吴三桂僭封的伪

家族传统 ， 率众归顺 了清王朝 。 次年 ， 吏部颁 职 。 然而 ， 即使在这样人心惶惶 的情势下 ， 木

给木懿扎符一道 ， 丽江府印一颗 ， 授予 了木 氏 懿仍然坚持 了对中央王朝 的忠诚 。 尽管屡次被

家族世袭丽江知府的权力 。 清承明制 ， 中 央王 吴三桂追讨印信号纸 ， 木懿仍 旧 宁死不缴 ， 希

朝的再次授职是对木氏家族之忠义的再次肯定 。
望能够 留 于子孙 ， 以彰木 氏 忠义之名 。 由 此 ，

诰命来 日 ， 土司 木懿率丽江父老远 出恭迎 ， 并 吴三桂对木懿更加记恨 。 吴三桂又强令木懿连

焚香百拜 ， 坚定 了 自 己 恪尽职守 、 愿为 中 央王结藏地 ， 以为其反叛之 内 应 。 但木懿始终坚持

朝镇守边陲的决心 。 不从 。 终于 ， 恼羞成怒的吴三桂便 以
“

私通吐

然而 ， 清初 的 中央王朝并没有实现对云南 蕃
”

的罪名 强加于木懿 ， 并将其羁押在昆 明长

的直接管辖 。 前明驻守 山海关的将领吴三桂 由达七年之久 。

于引清军入关 、 镇压农 民起义 、 协助追剿南 明
“

三藩
”

在地方拥兵 自重 ， 威胁中央王朝 的

朝廷而立有功勋 ， 因而被清王朝册封为
“

平西统治 。 公元 １ ６ ７ ３ 年 （康熙十二年 ） ， 清廷决心

王
”

， 受命镇守云南 。 但身为藩王的吴三桂始终 扑灭地方割据势力 ， 下令
“

撤藩
”

。 同年 ， 吴三

不能压抑 自 己 的权欲之心 。 自 坐镇 云南 以来 ， 桂杀害云南巡抚朱国治 ， 自 称
“

天下都招讨兵

吴三桂于 内 紧锣密鼓地着手加强统治势力 ， 招马大元帅
”

， 连同广东 尚可喜 ， 福建耿精忠 ， 以

兵买马 ； 于外频频勾结蒙藏势力 ， 并与 明 朝余
“

兴明讨虏
”

为 口号 ， 举兵反叛 。 时年 ， 木懿之

党藕断丝连 ， 伺机反抗中央王朝的统治 。孙木亮继土 司之位 。 木尧继承祖父之志 ， 始终

丽江府 由 于地处滇北 ， 外接蕃藏 ， 因而位心怀中央 ， 不从吴三桂之反叛 ， 并在暗 中刺探

置险要 。 吴三桂深知丽江为一滇之要害 ， 因而追查吴三桂叛军之情实 ， 密差头人取道 四川 赴

屡对土司木懿进行威逼利诱 ， 希望能够将丽江清军将领
“

勇 略将军
”

赵 良栋处投诚 ， 并领命

府之势力纳为 己 用 ， 并借其勾结蒙藏势力 。 然调兵听命 。 康熙二十年 （公元 １ ６ ８ １ 年 ） ， 赵 良

而 ， 木氏土 司却始终秉持对 中央王朝
“

克尽 臣栋率领清军人滇平叛 。 木尧闻得大军人滇 ， 不

忠
”

的家族传统 ， 与吴三桂进行 了不屈不挠的

抗争 。 木氏土司 的秉公正直阻碍了吴二桂的反 ① （清 ） 谷应泰 ： 《明史纪事本末 》 卷 ６ ４ 《平杨应龙 》 。

叛计划 ， 因而令其心生怨恨 。 康熙丁未年 （公② （清 ） 谷应泰 ： 《 明史纪事本末 》 卷 ６ ９ 《平奢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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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险阻利害 ， 亲抵省城 ， 到营投诚 ， 再表为 国朝之 良性关系 的核心 。 在这种家 国观的指 引 之

效力之心 。 吴三桂主力被击败后 ， 仍有余党在下 ， 木氏土司能够在变革 中顺应历史潮流 ， 正

云南各地 四处流窜 。 时有吴之 旧部胡 国柱等七确地处理好地方与 中 央关系 ， 坚守职责 ， 维护

人 ， 领万余兵马溃败至丽江 ， 企 图取道奔藏 ， 祖国统一 ， 不仅以开放包容心态对待各 民族文

勾结吐蕃势力 以求反攻 。 木尧胆略过人 ， 表面化 ， 同时也为儒家文化在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 的

派兵佯装为其领路 ， 暗 中命令部 队途 中 布 防 。 的传播做出 了贡献 。 木 氏土司 的家 国观并非是

大军行至澜沧江边 ， 木尧亲率军民突击胡 国柱 ， 简单的家与 国利益的结合 ， 而是家与 国命运 的

尽歼其军 ， 胡 国柱也由此兵败 自尽 。

？结合 。 笔者认为 ， 木 氏土司这种家 国观念 ， 不

木懿 、 木尧作为为 国戍边 的少数民族地方仅促成了 自 身 的延续与发展 ， 同时也促进 了 中

官员 ， 在 国家危难 、 人心不定 的紧要关头 ， 不央王朝对边疆地区 的有效治理 。 这对今 日 之 中

仅能够处变不惊 ， 而且勇 于担 当 ， 为 国分忧 。 国促进边疆民族宗教事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

这既是出 于 中央王朝对地方少数 民族官员 的信现代化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

任与优待 ， 但更为重要 的是 ， 木 氏土司 作为地

方少数民族官员 ， 能深知 国家知遇之恩 ， 明 晓本文作 者 ： 木 粲成是木 氏 第 ３ ４ 代孙 （苍

家国一体之道 ， 始终不渝地坚守着对 中央王朝系 ） ， 中 央民族大 学 民族学与 社会学 学 院

的忠诚 ， 并且能够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保障边疆民族学 系 ２ ０ １ ５ 级博士研究 生 ；
汪炳鋈是

安定 、 捍卫国家统一的神圣职责 。 中 国人 民 大 学 附属 中 学 高 三 学 生 ； 佳 曰

一史是北京大学历 史学 系 ２ ０ １ ３ 级本科生
四 、 结论 责任编辑 ： 马 光

土司木高在 《大功大胜克捷记 》 中 曾有言 ：



“

贵而能忠 ， 保其世爵 ； 富而能孝 ， 守其世官 。

， ，阶
一

ｒ ｎ士① 《木氏宦谱 （影印本 ） 》 ， ｚ？南美术出版社 ２０ ０ １ 年版 。

四海中外 ， 忠孝大节 ， 卓为天下轨 。 可丄 ， 在
② 木高 ： 《大功大胜克捷记 》 ， 《云南史料丛刊 》 卷 ７

， 云南大

木氏的认知 中 ， 世忠于 国与世守家业是紧密相学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连的 。

“

忠
”

、

“

孝
”

观念共同构筑起了木氏土司

之家国观念的道德基础 ， 也是它构建与 中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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