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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湘西苗疆在1795年之前曾长期被政府视为“化外”之地。
土著各民族与外界之间也一直处于“冲突与合作”的关系之中。
1796年之后，以傅鼐为首的流官群体以湘西苗民起义善后治理为契机，推动了苗疆社区的近代重构运
动。
这个运动以民族关系与人地关系等两大关系的重建为切入点，以“和平共居”为目标。
这两个关系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问题。
民族关系不解决，社会就无法安宁，所有的社会理想都将因为扰攘不安的社会环境而成为空中楼阁。
人地关系不解决，社区中不断积压的剩余劳动力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而作为文化强势的汉族与土家
族为缓解社区中的人地关系压力，必然会不断侵蚀苗族人的生存空间，从而加剧民族冲突。
这是湘西苗疆长期以来与外界之间无法摆脱的“冲突与合作”关系的历史宿命。
流官群体按照“民苗为二以相安”的基本原则，把各民族生存的地域空间法制化，为“和平共居”创
造了一个基本的物质环境。
　　在重建这两大关系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各民族社区创新了一系列社会管理措施。
伴随着政府新政策地深入推行，苗疆乡村社区中逐渐产生两个新兴阶层，一是“半职业化管理阶层”
，他们是苗弁、苗兵，总旗、百总，屯长、仓书、斗级等基层管理人员；一是知识分子阶层。
这两个阶层的成长改变了苗疆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导致了苗疆新兴的社会流动模式和文化发展方向
。
首先，传统上社区内部以经济为标志的社会分层，转变为以政治、文化为标志的社会分层。
社区精英向社区传统权力流动的模式转变为向半职业化管理阶层流动的新模式。
其次，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由传统的二元模式（官——民，或国家权力——社区传统权力），转变为三
元结构模式（国家权力——村社区自治权——社区传统权力）。
半职业化管理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是我们深入理解苗疆社区近代重构的关键之点。
　　为了将初期的改革成果长久保持下去，也是流官群体对初期改革有了全新的认识。
他们在均屯田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形态的地方财政体系，并创建了第一套由地
方财政全面支持的地方社会公共事业与地方社会保障事业。
为了经营150000亩屯田，地方政府成立了屯防总局，总局直接归属辰沅永靖兵备道管辖。
这个组织主要通过经营土地为地方获得收入，类似于当代的一个地方集体企业。
这既是传统管理思想的继续，也是一次创新。
而建立普遍的地方义务教育体系，以培养大量合格的地方管理与教育人才为办学目标，也革新了传统
的教育模式。
其他各项社会保障措施、社区宗教建设方案的长期坚持，都显示了流官群体对传统思想的发扬光大和
积极的创新精神。
    通过以上种种改革，苗疆多民族社区获得了自己的近代新生命。
终于摆脱了其与外界之间延续了上千年的“冲突与合作”的历史宿命，各民族走上了一条“和平共居
”的社区发展新路。
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段“社区重构”历程。
在当代世界，由于文化的多元自觉、科技发展的不可预期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等三大特点所构成的社
会矛盾运动，将人类再一次推到一个岔路口时，深入检讨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经验，对我们今
天作出正确的抉择，是一件极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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