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1 － 09 － 10
［基金项目］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汉宋时期中国—东南亚海上交通与贸易中的北部湾港口研究”资助( 编号:

08BJL003)
［作者简介］ 廖寅( 1975 － ) ，男，湖北恩施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①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第 12 卷第 5 期
2011 年 10 月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2 No． 5
Oct． 2011

历史的横切面:“淳熙三书”所见宋代广西周边蛮族社会

廖 寅，赵晓倩①

(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南宋淳熙元年至五年，出现了三部比较集中反映广西及其周边社会的书籍，即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
《岭外代答》、吴儆《竹洲集》。从蛮族社会的角度上看，在此历史横切面上，广西及其周边蛮族呈现出了许多有深远历史意义
的现象，表现在:广西化外蛮族社会高度拥抱汉族文明，蛮族上层表现出相当高的华化水准;广西羁縻蛮族社会总体上已经接
近于唐代前期的水准，并且，其发展趋势与汉族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吻合的。这为广西诸羁縻州及其周边的云贵地区在元代以
后完全纳入中华帝国体系并一直延续至今天开显了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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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连续的，但并非线性的，许多有特殊意义的历史
时段，往往会留下特别集中、特别丰富的历史记忆，形诸典
籍，传之后世，就为我们以独特的历史节点为切入点去透视
当时的历史提供了方便。南宋孝宗淳熙年间( 1174 ～ 1189 )
出现了三部比较集中反映广西及其周边社会的书籍，笔者权
名之曰“淳熙三书”。“三书”之中，有大量的篇幅涉及当时
广西周边蛮族社会，本文以此“三书”及其时代为切入点来观
察宋代广西周边蛮族社会，反思这一历史节点的特殊意义。

一 “淳熙三书”及其作者

“淳熙三书”具体指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
代答》、吴儆《竹洲集》。“三书”的作者几乎在同一时间相继
为官广西，彼此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三书”的内容也是集
中反映广西及周边蛮族社会的，且多为作者所亲历，或亲见、
亲闻，具有极高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兹对“三书”及其作者
略加说明。

( 一) 范成大及《桂海虞衡志》
范成大( 1126 ～ 1193) ，字致能，号石湖居士，苏州人，官

至参知政事。其中在广西的历程为:乾道八年( 1172) 十二月
从家乡苏州出发，第二年三月到达静江府( 今桂林) ，就任静
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淳熙二年( 1175) 正月调离广
西，赴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在桂两年期间，政通人和，泛游名
山大川，尽情地领略了广西的风土人情。范成大是南宋著名
诗人，同时善于撰写游记，所到之处，多将所见所闻形诸文
字，其重要的游记有: 《揽辔录》，1 卷，按日期记载了乾道六

年( 1170) 出使金国的全部行程及所见所闻。《骖鸾录》，1

卷，按日期记载了自家乡苏州到广西桂林途中的所见所闻。
《吴船录》，1 卷，按日期记载了淳熙四年从成都离任回吴郡
苏州的全部行程及所见所闻所考，其中所考尤其重要，范成
大有意识地考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名物。

以上三本著作皆为日记体游记，本文将要涉及的《桂海
虞衡志》亦为游记，但又有明显区别，更接近地理志。
《桂海虞衡志》，1 卷，成书于淳熙二年。本书本打算接

着《骖鸾录》而写，范成大在《骖鸾录》结尾处说，“故余行纪，

以骖鸾名之。若其风土之详，则有《桂海虞衡志》焉。”［1］或
许是政务过忙，范成大并没有将自己在广西的所见所闻以及
实地调查按日期记载下来，本书是在淳熙二年，“由广右入蜀
之时道中追忆而作”［2］卷70《桂海虞衡志》，625。全书共十三篇:《志岩
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
《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记
载相当谨慎，务求真实，“叙述简雅，无夸饰之风，附会古事之
习”，如 志 蛮，“仅 录 声 闻 相 接 者，故 他 不 备
载”［2］卷70《桂海虞衡志》，625。

( 二) 周去非及其《岭外代答》

周去非( ( 1135 ～ 1189) ，字直夫，浙江温州人，仕途不畅，

仕履不详。据杨武泉先生的考证［3］，其在广西的历程为: 乾
道八年至九年夏，担任钦州教授，约一年多时间;乾道九年秋
至淳熙二年春，担任静江府属县县尉; 淳熙二年春至淳熙四
年，再任钦州教授。



当时广西的最官长官是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 此职一般
还兼任静江知府) ，周去非在桂期间，先后担任广南西路经略
安抚使的是范成大和张栻，周去非与此二人都有着十分紧密
的关系。周去非与范成大是很好的朋友，范成大《桂海虞衡
志》截稿之后，周去非很快就拜读了该书，其《岭外代答》就是
“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见闻”［2］卷70《岭外代答》，625。
张栻( 1133 ～1180) ，字敬夫，号南轩，著名理学家，淳熙二年至
五年，担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静江知府。周去非“学习南
轩，尝从之桂林”［4］卷71《岳麓诸儒学案》，2389，彼此亦在师友之间。周
去非在桂期间虽然职务不高，但任职时间长达六年，跨越桂北
(静江府) 、桂南( 钦州) ，且与各级官员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他
对广西及周边蛮族的了解可以说相当熟稔。
《岭外代答》，10卷，成书于淳熙五年。全书“所记皆广西

事”［5］卷8《岭外代答》，260，共 294 条，分 20 门: 地理、边帅、外国、囗
囗①、风土、法制、财计、器用、服用、食用、香、乐器、宝货、金石、

花木、禽兽、虫鱼、古迹、蛮俗、志异。此书也是周去非离桂之
后“追忆而作”，但与《桂海虞衡志》不同，此书有原稿，皆为周
去非平时日积月累而来。周去非在自序中言: “盖长边首尾之
邦，疆场之事，经国之具，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耳目
所治，与得诸学士大夫之绪谈者，亦云广矣。盖尝随事笔记，
得四百余条。”［6］序，1原稿比现存本多出一百多条，内容更为丰
富，可惜在回乡途中弃遗。现存本是为了应付亲故“问以绝域
事”而回忆撰写的，以作“代答”。周去非比范成大在广西任职
的时间更长，游历的地域更广，加上有原稿作为记忆的基础和
《桂海虞衡志》作为参照，本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更在《桂
海虞衡志》之上。

( 三) 吴儆及其《竹洲集》

吴儆( 1125 ～ 1183) ，字益恭，安徽休宁人，仕途不畅，其
最辉煌的政治经历是在广西度过的，其在广西的历程为: 淳
熙元年至四年，出任邕州通判，期间，“郡阙守，檄摄郡
事”［7］，即代理知州职务;淳熙四年，得张栻荐，首次入朝面见
孝宗;淳熙五年，再次被任命为邕州知州兼广南西路安抚都
监，吴儆以亲老请辞，并未就职。

淳熙元年，范成大为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

吴儆与范成大早就是好友，上任路经静江府，彼此定有叙旧。

淳熙二年至五年，张栻继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
使，吴儆晚年追随张栻，“亲得南轩针砭而切磋之”［8］，张栻
有疑事，亦“悉以咨公，置邮筒往来筹划，日至再，至三”［7］，

因此，吴儆当与此时同样追随张栻的周去非有着密切交往。
《竹洲集》，20 卷，最晚应截稿于淳熙十年( 1183 ) ，吴儆

于此年逝世。与《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不同，《竹洲集》
是文集，收录的是吴儆一生的文字作品，但由于吴儆最辉煌
的政治经历是在广西度过的，很多内容都是吴儆在淳熙元年
至五年期间写的，因此，书中很多文章都与广西及周边蛮族
密切相关。这些文章主要有:卷 1 之《论邕州化外诸国》、《论
二广官吏》，卷 2 之《论乞委漕臣同帅臣措置沿边》、《论广西
治盗贼》、《论广西帅臣兼知漕计》，卷 4 之《与桂帅张南轩
启》，卷 5 之《贺范至能( 成大) 自广帅镇蜀启》、《上宪使启》，
卷 6 之《答雷州冯守》，卷 10 之《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卷

14 之《宴邕守乐语》等，其中《论邕州化外诸国》和《邕州化外
诸国土俗记》尤其重要。

以上“三书”主要形成于淳熙元年至五年，短短五年之
间，如此高密度地记载同一地区社会的历史，这并非偶然，其
中蕴含着许多必然的因素，表明广西及其周边社会在此时期
有了较明显地变化，下面就从蛮族社会的角度稍加探析。

二 宋代广西周边蛮族与汉族文明

此处所指蛮族包括两个部分: 一为羁縻蛮族，一定程度
上接受宋朝的统治;二为化外蛮族②，与宋朝没有实质的从属
关系。此两类蛮族，史书记载的侧重点各有偏重，对于化外
蛮族，侧重于中华文明接受史的记载，以示怀来四夷;对于羁
縻蛮族，则侧重于政治与社会羁縻史的记载，因此，本节主要
分析广西化外蛮族与汉族文明的关系。
“广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6］卷1《并边》，3，“过羁縻，则谓之

化外，真蛮也”［9］146。广西化外诸国较著名的有大理、自杞、
罗殿、西南番、特磨道等。广西化外蛮族与汉族文明关系的
总体特征是:彼此有互动，但以化外蛮族接受汉族文明为主。
这既体现在物质文明上，也体现在精神文明方面。

双方互动的关键环节在于邕州横山寨博易场③。其为宋
代广西与化外诸国的贸易中心，同时也是双方文明的交流中
心。其主要贸易对象有大理、自杞、罗殿、特磨道、西南蕃等。

从双方的商品贸易中可以透视对对方物质文明的接受程
度。在横山寨博易场贸易商品中，蛮方商品有马匹、麝香、胡
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药物等［6］卷5《邕州横山寨博易场》，193-194，其
中，马匹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宋朝常年可市良马 1500 匹，多时
可达 2400 匹; 宋方商品有盐、银、彩、锦［10］卷149《绍兴孳生马监》、金、
絁［11］卷198《兵志十二》，4956、缯、绸、布、豹 皮、文 书 及 诸 奇 巧 之
物［6］卷5《邕州横山寨博易场》，194，其中，盐是主要商品。贸易规模相当
可观，仅锦一类，“官私岁所市锦率数千疋，他杂彩不胜计”，仅
自杞一国，就“岁有数千人至横山互市”［12］卷10《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
“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12］卷1《论邕州化外诸国》。在双方的贸易
商品中，蛮方商品主要是自然界的初级产品，如马匹、麝香、胡
羊、长鸣鸡、药物等，仅披毡、云南刀是人类加工产品，显示广
西化外诸国的物质文明对宋朝的吸引力相当有限;宋方商品
则主要是人类加工产品，如盐、银、彩、锦、金、絁、缯、文书及诸
奇巧之物，其中彩、锦、金、絁、缯等丝织兵还是加工技术相当
高的产品，仅豹皮属于自然界初级产品，显示广西化外蛮族对
宋朝的物质文明相当崇拜和乐于接受。

相比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显得更富有生命力。双
方精神文明的互动亦主要通过横山寨博易场进行。如大理
商人至横山寨，多市《文选》、《五经》、《国语》、《史记》、《汉
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初学记》等儒学典籍，《本
草》、《王叔和脉诀》、《千金方》等医书以及佛教典
籍”［11］卷198《兵十二》，4956，［12］卷10《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当然，精神文明的
传播也是双向的，大理国人“奉佛甚谨”，商人也有将大理国
佛教典籍带至横山寨者［9］130。但总体说来，广西外化蛮族的
精神文明对宋朝影响甚微，仅大理佛教文化有些些微的影
响，而宋朝的精神文明对广西外化蛮族则影响甚巨，宋代西
南诸蛮上层多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这与横山寨博易场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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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文明传播是分不开的。兹依次来看:
大理: 主体在今云南省。“有文法，善为中国体，行草

书”［12］卷10《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
自杞:在今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居广西与化

外诸国的交通要道上④。国主阿谢“知书，能华言”，“自罗殿
致书生，教之华言，教之字画”，“尝诒书田州黄谐，候问寒温之
式，与中国不异”。政治制度似亦效仿宋朝，如淳熙三年，自杞
“以乾贞为年号”，曾遭到吴儆的斥责。自杞至横山寨的贸易
队伍相当大，“岁有数千人至横山互市”［12］卷10《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
这些贸易人员都可能是文明传播的载体。

罗殿:在今贵州省安顺市。自杞国主“自罗殿致书生，教
之华言，教之字画”［12］卷10《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表明罗殿国的汉文
化水准尚在自杞国之上。

西南蕃:位置不详，约在今贵州省南部。“酋长自称检校
太师”，首领“多能华言，纵行书，如中国童蒙所书。有铜章篆
文甚古，视汉印差大。”;“衣方领、大袖、长裾、左衽，如中国半
臂之制”，“富者以黄绸为之，贫者以布”。“首领以锦带缠腰
腹间”。西南蕃所用绸、布、锦多自横山寨进口，“横山官私岁
所市锦率数千疋，他杂彩不胜计”［12］卷10《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西南
蕃在广西化外诸蛮中华化水准最高，一方面源于与宋朝的交
流互动频繁，另一方面可能与此地区存在一支汉蛮有关。汉
蛮，“自云诸葛武侯 ( 亮) 戍兵”，“衣服与中国略同，能通华
言”［9］148，孝宗隆兴年间曾附随大理马队至横山寨贸易。

特磨道:在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紧邻邕州右
江诸羁縻州，亦居广西与化外诸国的交通要道上，但在广西
化外诸国中，史书记载特磨道接受汉族精神文明的史料却最
少，笔者目前尚未有见。之所以如此，可能与特磨道和宋朝
的一段独特的历史纠纷有关。在宋朝与南方蛮族的所有战
争中，最大的当数北宋仁宗时平定侬智高之战。侬智高一度
攻占了岭南大部，并建立了国家政权，国号南天国，年号景
瑞。宋朝虽然最终平定了侬智高之乱，但并未彻底消灭侬智
高势力，其残部逃到了特磨道。特磨道，“侬智高裔居
焉”［13］卷1，因此，宋朝对特磨道侬氏始终有很强的防范心
理⑤，这可能影响到双方的文明交流。

三 宋代广西周边蛮族之社会形态

与上节的论述相应，由于有关宋代广西化外蛮族社会形
态的史料极少，本节主要分析羁縻蛮族的社会形态。羁縻蛮
族广泛分布于桂州( 静江府) 、融州、宜州、邕州等州，其中邕
州最多，宜州其次，“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
治”［9］134。总体上看，宋代广西羁縻蛮族的社会形态近似于
唐朝前期，其表现如下:

( 一) 世袭特权阶层的存在。世袭特权阶层称为主户，一
般从宋廷受封一定的官职，如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洞，
同发遣知州、知县、知洞，权发遣知州、知县、知洞等，羁縻州
县洞酋长“皆世袭”［9］136，其余“皆称提陀，犹言百姓也”［9］134。

与唐前期门阀贵族类似，宋代广西羁縻蛮族亦多世家大
姓。如邕州左右江羁縻蛮族，主要的贵族是侬姓和黄姓，侬
姓分布在安平、武勒、忠浪、七源四州，黄姓分布在安德、归
乐、露城、田州四州。但这些世家大姓已处在逐渐解体的过

程中，如武侯、延众、石门、感德四镇之民，“自唐以来内附，分
析及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9］134。即使如
第一大姓侬氏，在经历侬智高之乱后，亦多改从国姓赵
氏［9］135。在元丰以前，羁縻州洞长官多由部族首领世袭，元
丰以后，“渐任中州官”。到南宋，许多洞酋开始离开世袭领
地，“多寄籍内地”，开始向汉化豪族转型，“其为招马官者，

尤与州县相狎。子弟有入邕州应举者，招致游士，多设耳目，

州县文移未下，已先知之。舆骑居室服用，皆拟公侯，如安平
州之李棫，田州之黄谐，皆有强兵。”［9］136

( 二) 封建土地所有制已普遍建立，但奴隶制仍然存在。

封建土地制度以公有制为主，公有土地不得买卖。“其田计
口给民，不得典卖，惟自开荒者由已，谓之祖业口分田。”［9］134

此制度类似于唐前期之均田制。

百姓占人口的多数，除了峒酋及其家奴外，“余民皆称提
陀，犹言百姓”。百姓在法律上是良民，拥有比较充分的诉讼
权，“洞丁有争，各讼诸酋，酋不能决; 若酋自争，则讼诸寨或
提举，又不能决，讼诸邕管，次至帅司而止。”［9］135

同时，奴隶制仍然存在。“既各服属其民，以攻摽山獠及
博买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隶
属，谓之家奴，亦曰家丁。”［9］135其中嫁娶的奴婢不在少数，嫁
娶之时，“女婢妾百余，婿僮仆至数百”［9］138。但掠买奴隶已
被视为非法行为，常常受到百姓的抵制和宋朝地方政府的打
击。吴儆治邕时，“有田州下闭洞首领凌谧，以掠良民与化外
诸国为市，人易金一两，伎艺者倍之，每岁上边买马，遣丁夫
除驿道，輙为掠去”，吴儆“屡委所属追问，谧不伏，以兵擒之，
枭首于市，远近称快”［7］。

极少数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如山獠，“在右江溪洞之
外”，“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蛮之荒忽无常者也。以射生
食动而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无年甲姓名，一村中推
有事力者，曰郎火，余但称火。”［6］卷10《僚俗》，416

( 三) 兵制。宋代广西蛮族社会有相对独立的军队建制，
其相关记载如下:
《桂海虞衡志》记载:既各服属其民，又以攻剽山獠及博

买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隶属，

谓之家奴，亦曰家丁。民户强壮可教劝者，谓之田子、田丁，

亦曰马前牌，总谓之洞丁［9］135。
《文献通考》引《桂海虞衡志》所载更为详细:
既各服属其民，又以攻剽山獠及博买嫁娶所得生口，男

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隶属，谓之家奴，亦曰家
丁。强壮可教勒者，谓之田子甲，亦曰马前牌。皆青布丁，跣
足。总谓之洞丁。旧一州多不过五六百人，今有以千计者。

元丰中尝籍其数十万，老弱不与。此籍久不修矣［9］137。
《岭外代答》记载: 羁縻州之民，谓之峒丁，强武可用。溪

峒之酋，以为兵卫，谓之田子甲。官欲用其一民，不可
得也［6］卷3《峒丁戍边》，133-134。

田子甲，言耕其田而为之甲士也。……峒豪颇习骁骑，

峒官出入，前驱千人，后骑数十，整整不乱，亦谓之马
前排［6］卷3《田子甲》，135。

峒丁日各以职，供水陆之产，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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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一有微过，遣所亲军斩之
上流，而自于下流阅其尸也［6］卷3《峒丁》，136。

综合分析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宋代广西蛮族军队分为两
种:一为私属“亲军”，一为普通峒丁。私属“亲军”即田子
甲、马前排( 牌) ，由家奴中强壮有武技者组成，是峒酋的亲兵
卫队，平时耕作，战时护卫出征，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
族部曲。普通峒丁由“羁縻州之民”组成，其形成之初有着宋
朝官方背景。侬智高平定后，宋朝“推其长雄者首领，籍其民
为壮丁”［9］135。羁縻州之民虽为百姓，但有义务为峒酋供给
一定的劳役和兵役，因此，普通峒丁类似于隋唐时期之府兵。
田子甲与普通峒丁一起“总谓之峒丁”。

一般来说，普通峒丁，宋朝可以征用，但普通峒丁的建设
却时好时坏，到淳熙年间，普通峒丁籍已经“久不修矣”，导致
宋朝没法征用;而作为峒酋私属“亲军”的田子甲始终得到了
很好的建设，但宋朝却很难征用，周去非所言“官欲用其一
民，不可得也”，多指田子甲。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广西化外蛮族社会高
度拥抱汉族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化外蛮族
都极其向往，尤其是在各蛮族的上层，表现出相当高的华化
水准; ( 2) 广西羁縻蛮族社会尽管仍然落后于宋朝的整体水
平，但总体上已经接近于唐代前期的水准，并且，其发展趋势
与汉族曾经走过的道路是吻合的⑥。广西诸羁縻州及其周边
的云贵地区能在元代以后完全纳入中华帝国体系，并一直延
续至今天，其端倪在南宋淳熙年间已经表现得很明显。

注释:
① 此门“存其子目而佚其总纲”，《四库全书总目》卷 70

《岭外代答》［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25．
② 化外蛮族不包括安南，因为安南与宋朝同遵儒家文

化，文明程度相当高。
③ 关于邕州横山寨，黄宽重先生已有专门论述，参见黄

宽重．南宋时代邕州的横山寨［M］∥宋史研究集: 第 18 辑．
台湾: 349-388．

④《岭外代答校注》卷 3《通道外夷》记载:“大理欲以马
至中国，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参见周去非．岭外代答校
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3．

⑤ 侬智高乱后，邕州诸羁縻州侬氏多改从国姓赵氏，亦
是为了逃避宋朝的特别防范。

⑥ 宋代广西羁縻蛮族社会已经呈现出不断省地化，即
与汉族社会相同的趋势，《桂海虞衡志》记载:“今郡县之外，
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
见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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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ross section: an analysis to the uncivilized nationalities society
of Guangxi peripheral in Song Dynasty from Three Books of Chunxi Time

LIAO Yin，ZHAO Xiao-qian
( 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Abstract: There had been three books which intentinonally reflected the society of Guangxi and peripheral area during 1174-
1178 year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such as Gui Hai Yu Heng Zhi，Ling Wai Dai Da and Zhu Zhou Ji． From the standpoint of Uncivi-
lized Nationalities Society，the historical cross section took on many profoundly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phenomenon． The untied uncivi-
lized nationalities aroud Guangxi hugged the Han Nationality civilization highly，and their upper classes of society had quite high sini-
cizing level． The tied uncivilized nationalities society of Guangxi approached the level of Tang Dynasty earlier period on the whole，mo-
reover，its trend of development coincided with the path of the Han Nationality once passed through． These opened the clue which the
tied uncivilized nationalities of Guangxi and Yunnan-Guizhou Area aroud Guangxi integrated the Chinese empire system completely after
Yuan Dynasty．

Key words: Song Dynasty; Guangxi; three books of chunxi time; uncivilized nation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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