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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的修纂原则中有一项即需要体现地域性、地方性。谈及贵州，其地
域的典型记述内容就不得不提贵州的土司，其中康熙十二年 （1673年） 编纂
的 《贵州通志》 讲道：“古封建之意，犹有存者其土司乎？自罢侯置守，天
下无世官，独黔之土司蝉联而基布。”这自问自答，显示了贵州土司群体之
巨，分布之广，且暗含治理之难。方志作为一地百科，又是“资政”之书，
对于数量可观的土司群体，贵州旧志的修纂者们如何将“土司”记入贵州的
方志之中？值得我们关注。但无论是明代永乐时期两次颁布的 《修志凡
例》，还是康熙时期以贾汉复所修《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之篇目凡例为全
国修志样板，皆无设置“土司”类目的规例，所以关注贵州方志中的“土
司”类目设置，讨论贵州方志中的土司书写与土司形象建构，对于了解贵州
区域的方志修纂意图与策略至关重要。

首先，来看贵州方志中设置“土司”类目的情况。明代贵州现存四通志
（省志），一府志以及一州志，分别是：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嘉靖 《贵州
通志》，万历 《贵州通志》，私修万历 《黔记》，嘉靖 《思南府志》 以及嘉靖
《普安州志》，其中设置有“土司”类目的仅有万历 《黔记》，其卷 56—卷 58
分设“宣慰列传”“故宣慰列传”“土司土官世传”。可见在明代，贵州方志
中就设置有“土司”类目，但并不普遍。然而到了清代，从空间分布上看，
贵州 14个府级单位 （包括下属于州厅县） 方志设置有“土司”类目。此外
从时间维度上考察，从康熙十二年 （1673年） 编纂的《贵州通志》至光绪三
十年 （1904年） 编纂的 《余庆县志》，前后 232年，贵州所编方志基本有设
置“土司”类目。并且从方志种类上看，无论是通 （省） 志、府志、州志、
厅志、县志，甚至是卫所志都有设置“土司”类目的案例。足见贵州方志的
修纂者对土司书写的重视程度。

那么回到贵州方志中的“土司”类目正文，其又是如何书写贵州的土司
形象值得关注，从收录内容可知，主要从两方面构建贵州土司形象：其一将
其塑造成国家职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中在篇目设置方面，将“土
司”放入“职官志”“秩官志”下，将其纳入王朝国家职官管理体系之中，
此外在内容书写方面，如对土司获取职权的合理性的描述，道光《思南府续
志》 在“凡例”中讲道：“土职其来已久，章服之荣沫，圣朝浩荡之恩，不
可略也。”直接点出该府土司职权合理性来自中央王朝，另外在王朝更替的
鼎革之际，如能率先归附，也是土司能获取世袭官职的一种手段，如嘉庆
《黄平州志》 讲道：“国家定鼎，咸能率先效顺，故得久席，其荫世世不
替。”关于贵州未设置流官之时的历史，贵州方志的修纂者往往记述“土
司”以代替流官职能，如道光 《安平县志》 讲道：“邑自前明设卫以来，秩
官未备，往往以土官世系 （记录）。”由此可见，贵州方志在书写中不仅记录
其获取职权的合理性问题，同时对其他相关内容的书写，无不体现国家层面
的治理，如内容中多有记载土司有无印信、改土归流以及承袭情况等。

其二，将其当作国家行政区划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康熙十二年
（1673年）卫既齐所修《贵州通志》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曹申吉所修《贵州
通志》皆有“土司”篇目，内容按照所属各府州厅分类，记录下属土司世系、承
袭、改流情况，但后者相较于前者内容有所增加，让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十
二年（1673年）所编通志未收录的水西地区土司，在康熙三十年（1692年）所编
通志被记录，其被收录于“威宁府属”中：“水西宣慰使安胜祖，康熙二十三年内
承袭；水西长官司阿五，康熙二十三年内承袭。”由此可见，随着贵州行政区划
体系的完善，修纂者将各土司各有所属，收束土司，纳入大一统行政体系。除此
之外，在如今的黔东南，清代设置了六厅进行管理：古州、清江、台拱、丹江、八
寨、都江。清王朝为巩固这些新辟区域，在此设置了一大批基层土司，其中古州
厅、清江厅以及都江厅留有志书，《古州厅志》《清江志》详细地记述了这一土司
的管辖区域，职权等。无论新旧土司，贵州方志的修纂者都把他们作为国家行
政区划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行记录。

总而言之，在记述贵州土司形象时，贵州方志的修纂者往往取其正面之
形象，凸显其价值。如乾隆《清江志》直言不讳地指出土司的开辟之功，不
能不记：“开辟之初……其功自不可泯。”又如道光 《广顺州志》 记载：“至
于大节昭垂，政声卓著，虽土官权篆，难没其真。”对于土司对本地的贡
献，毫不避讳，如实记述。虽然在方志编纂中，有时需要体现“彰美抑
恶”，但有些贵州方志的修纂者也罗列不法土司，写出负面典型，起到警示
作用，如乾隆 《贵州通志》 在“凡例”中即指出：“即已革除者，亦取其始
末书之，以备查考，而水西安氏、播州杨氏，其为害尤钜，详细其本末，附
于后。”对于叛乱的水西 （即今天的毕节、六盘水等黔西北地区）、播州 （即
今天的遵义等黔北地区） 土司事迹大写特写，各自详写成篇。这样一正一反
的土司形象，既显示国恩，又彰显法纪。

提取“土司”的书写，来理解贵州方志的成书逻辑具有典型意义。贵州
旧志中的土司书写与土司形象诠释了“官书”方志如何成为“地方”之志，
即贵州方志的修纂者根据贵州地情创设了“土司”篇目，并依据当时的实际
情况需要，来书写土司群体，在地方志中体现出贵州的地域特色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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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版好书 带你认识贵州历史文化

推荐语：一部浸润历史学研究
多年的诚意之作，一部识见广博、充
满理性思辨意趣的历史笔记，作者范
同寿苦心钻研六十载，为读者呈现了
贵州不同历史时期的多元文化与文
明图景。

内容简介：《贵 州 历 史 笔 记》
（上、下册）以笔记体的形式系统地探

讨了贵州历史，内容涉及古、近代在
贵州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历史事
件及与贵州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
上册以贵州历史谜题为线索，分为

“厚重而遥远的过去”“当中原争战不
休的时候”“秦皇汉武与贵州的古代
繁荣”等八个部分；下册以“多彩”“神
秘”“和谐”“包容”四个贵州历史文化

主题词为线索，分为“山地高原的几
个问题”“那些值得铭记的人和事”

“明清之际的山地风云”等六个部
分。该书既是对贵州历史文化的回
顾，也是对多彩贵州加深了解和认识
的过程，更是对多彩贵州美好未来的
期许和展望，对于进一步增强贵州文
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齐玉莹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整理

为建设“黔版好书”品牌，增强“黔版好书”的影响力，通过好书推介传递正能量，
引导全省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好读书、读好书，深入学习了解多彩贵州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自强。3 月 1 日，2021—2023 年度专题类“黔版好书”发布会举行，会上发布了贵州
历史文化类、少儿类“黔版好书”各 8 种，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27°黔地标
文化周刊带您看看，入选“贵州历史文化类”的 8种“黔版好书”有哪些？

明朝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 所载“贵州宣慰使司”图。 （作者供图）

《百苗图》 中“寨佬”形象。

推荐语：全书直击中国脱贫攻
坚主战场，书写了世界减贫奇迹的贵
州样本！全方位、全进程、全景式，全
面记录；大战略、小人物、大情怀，感
人肺腑。

内容简介：本书以图文并茂的

方式，在贵州脱贫攻坚事业的大背景
之下，讲述一个个平凡人不平凡的生
动感人故事，全景式记录了贵州脱贫
攻坚事业的发展历程、巨大成绩、感
人事例、优秀经验，以“中国脱贫攻坚
战的贵州样本”为主题，以文学的形

式全面反映这一场在中华民族几千
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
困的中国大扶贫，突出了贵州脱贫攻
坚的特色和亮点，重点展示了贵州脱
贫攻坚的成绩和经验，书写了“世界
减贫奇迹的贵州样本”。

作者：蒋巍
出版单位：贵州人民出版社

推荐语：一个城市如何才能诞
生交响乐团，而且还能常演常新？
坚持梦想、充满爱和希望的贵阳交
响乐团，改变的不只是贵阳这座城
市的音乐底蕴，还有深植人心的文
化气质，更有源远流长的文化自
信。

内容简介：报告文学 《一座城

市的交响》 讲述的是贵阳市交响乐
团十年发展历程的故事。改革开放
以来，贵阳这座西南一隅的省会城
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这座
城市一起发展的，还有它的文化自
觉、文化觉醒和文化创建。贵阳交
响乐团正是顺应了这座城市的时代
需求，从无到有地建立、崛起，成

为一张闪耀的城市文化名片。贵阳
交响乐团仅用十年，便成长为国内
一流的交响乐团。本书重点讲述了
加入到这份事业中的企业家和音乐
家，为贵阳的交响乐增添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不仅为世界打开了一扇
看贵阳的艺术之窗，更是为艺术走
近老百姓家打开了便捷之门。

作者：杨骊
出版单位：贵州人民出版社

推荐语：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大
师刘雍数十年的珍藏；近千件具有
高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的作品；土
家族民间美术的瑰宝是历史的见
证，也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

内容简介：清代贵州土家族傩
文化达到了巅峰，民间绘画、木雕

神像、傩面具以及雕花木窗都是土
家族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傩
坛画继承了中国传统工笔重彩艺
术，是水陆画经地方民族化后形成
的一个支系，主要用于傩戏之中。
木雕神像表达了人们对于幸福安康
的愿望。傩面具多用于傩仪和傩戏

表演之中，其历史可追溯到商代驱
傩仪式。

雕花木窗是土家族的一种建筑
装饰，其中一些浮雕图案受傩文化的
影响，内容及出现的角色与傩坛画、
傩面具以及木雕神像也有交叉，故将
其一并列为本书介绍的范围。

作者：刘雍
出版单位：贵州教育出版社

推荐语：从“险夷原不滞胸中”
到“道在险夷随地乐”，从“一路向黔”
到“承‘黔’启后”，王阳明的凤凰涅
槃，向世人展示了生命可以创造无限
可能的奇迹；而心学的诞生与黔学的
伴生，则向世人展示着思想、文化与
文明的奇迹。

内容简介：《心学的诞生》是知
名文化学者、作家，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郦波的新作。该书兼具学术性与
通俗性的特点，以诗为引，紧紧围绕
一代大儒王阳明的心路历程而展开，
生动讲述了王阳明在黔悟道、讲学的
经历，具体揭示了阳明心学的诞生、

发展、影响，深刻阐释了阳明文化与
时代发展的紧密联系。全书共有“向
死而生”“一路向黔”“此境奇绝”“龙
场悟道”“心外无物”“知行合一”“承

‘黔’启后”七个部分的内容，以故事
化、可读性见长，为读者介绍了阳明
心学诞生背后的故事。

作者：郦波
出版单位：贵州人民出版社

推荐语：汇聚全国三十余位阳
明学者，历时三年，挖掘史料，结合最
新研究，成就此百万言阳明学巨著。
当前地域阳明学研究集大成之作。

内容简介：本书是从思想史、文
化史、地域史三条路径对王阳明及阳
明后学与中国各地域社会、文化之关
系所做的综合梳理、介绍和研究，对

于阳明学思想史、衍变史、传播史、交
流史的构建乃至明清时期相关地域
思想文化的研究都具有意义。所谓

“地缘”，是指本书所涉以中国大陆为
考察对象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文与
自然；所谓“血缘”，是指本书所述对
象中以宗族文化、族群联动为中心的
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传承与转化；所

谓“学缘”，是指本书所述对象中的王
阳明及阳明学派的形成、传播、继承、
发扬、转换、阐发。所谓“王阳明及阳
明学派”，是指包括王阳明本人及阳
明的门人后学在内的整个“王学”系
统的学脉或学派，也适当兼顾阳明前
学乃至宋元明清时期诸地域社会文
化的背景叙述和时代变迁。

作者：钱明 等
出版单位：孔学堂书局

推荐语：这是一套具有较高文
化内涵和民间文学价值的彝族经典
叙事长诗作品集，展现了彝族人民
在文学艺术上独特而丰富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

内容简介：彝族经典叙事长诗

是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
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是伴随着彝族
的发展而逐步丰富起来的文化瑰
宝，反映了彝族的信仰、信念、情
感和愿景。“彝族经典叙事长诗系
列”选取了彝族具有代表性和典型

性的十部叙事长诗进行创意翻译，
内容既有叙述祖先迁徙、歌颂英雄
事迹的英雄史诗，也有歌咏坚贞爱
情、叙说婚姻嫁娶的抒情长诗。丛
书翻译准确，意境深邃，可读性强，
极具思想性和文学性。

作者：陈光明 张培立
出版单位：贵州民族出版社

推荐语：一部集学术性、文献
性、史料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油画
史著作，填补了贵州油画历史史料
和油画史论著的空白。

内容简介：《二十世纪贵州油
画 》 一 书 通 过 “ 发 轫 （1920—
1949） ”“ 启 程 （1949—1965） ”

“ 革 命 （1966—1976） ”“ 捩 转
（1977—1979） ”“ 破 局 （1980—
1989） ”“出师 （1990—1999） ”等
章节，系统阐述了二十世纪贵州油
画的发展历程，是一部集学术性、
文献性、史料性、知识性于一体的
贵州二十世纪油画史著作。该书立

足于本土艺术的历史回望，以地域
文脉的深度挖掘为写作主旨，钩沉
了近百年来“西画东渐”在我国贵
州萌芽及生长历程，对黔中油画的
发轫传播和来龙去脉，作了较为全
面系统的梳理诠释，是首部系统介
绍贵州油画生发脉络的学术史著作。

作者：曾希圣
出版单位：贵州大学出版社

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贵州

通志》 所载“相关土官”。

作者：范同寿
出版单位：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历史笔记》（上、下册）

《主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

《一座城市的交响》

《中国傩文化·清代贵州土家族绘画与木雕》

《心学的诞生》

《地缘、血缘与学缘的交织：中国人文和
自然境域中的王阳明及阳明学派》

《彝族经典叙事长诗系列》（第1辑·10种）

《二十世纪贵州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