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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绪三十二年，二十岁的汪扎西在四川老家给人顶账当了川军。
一年多后，他提着辫子，拿着大刀，在赵尔丰麾下开拔到川边藏区巴塘一带。
那时，这一带藏区由于英帝国主义和西藏"噶厦"政府的挑拨威胁，有的土司头人和寺庙上
层喇嘛企图脱离清政府管辖，
还杀死了一名朝廷派去处理事务的钦差大臣。
赵尔丰率领的川军一举平息了川边藏区的动乱，大力推行"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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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菁林活跃在藏学研究领域的一位西藏青年学者，西藏外室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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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土司制度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封建王朝“家天下”的统治思想。
封建统治者的最高代表——皇帝，就是作为一国之家长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
比照同样的思路，封建王朝便给予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酋长、部落首领以同样的追求。
从一定意义上讲，土司与皇帝相比，除了头上那顶帽子不是自己或祖上打天下得来的，而是皇帝的恩
赐以外，在行使权力、传承制度上，找不出太多的差别。
皇帝是全国的大王，土司是自己领地的大王；皇帝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制度和运行方式管理整个国家，
同样土司也有自己的一套连皇帝也不干涉的政治制度和运行方式管理自己的领地。
同样的家族政治，同样的政体，也就必然造就他们共同的心态，自然也就有着共同的追求，致使土司
制度从存在开始就已经铸就了的祸根，这就是在共同追求之下必然产生的利益冲突，是封建王朝在“
以土地换和平”式的笼络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始料不及的。
其结果是土司势力的扩张使朝廷尾大不掉，最终是稍有时机，土司便自恃其力，恶性膨胀的欲望使其
同中央王朝之间产生冲突，导致笼裂络崩。
由此，也就逼迫封建王朝不得不采取新的、更可靠的统治方式来控制西南少数民族地方。
改土归流，便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
    第一节  改i归流溯源    就像土司制度不是清王朝的发明一样，改土归流也不是从清代才开始的。
明代建立并完善了土司制度，同时也开创了改土归流的先河。
    历史上最早的改土归流发生在明洪武年间。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云南越州土司(土知州)阿资举兵反叛朝廷，朝廷派兵弹压，前后数次征伐达七
年之久，其间阿资三降三叛，“终不悛”，明廷乃下决心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擒获阿资并将
其斩首①，从此废土知州，置越州卫，以流官统之②。
自此之后的二百多年里，明王朝在西南各地先后对数十家土司改土归流。
如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州宣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地而仇杀，明成祖遣使臣蒋廷瓒前
往勘查，田琛及田宗鼎被密捕至京斩首，于是裁撤土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司”③，
蒋廷瓒为左布政使。
宣德初年，贵州永从蛮夷长官李瑛卒后，无人继嗣，改设流官。
嘉靖末年，广西龙州土知州与副使仇杀被改流。
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化龙叛乱，平定之后朝廷在该地设遵义、平越二府，分隶贵州、四川⋯⋯ 
  察有明一代，在土司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之所以会出现改土归流，从其表象上看是土司作乱或者
说是不甘于对朝廷、对皇帝臣服，牵动朝廷震怒的结果，甚或是说在土司作乱以后，朝廷从治国大局
出发，如若不加约束，边疆不稳，则会有波及中原内地，唇亡则齿寒的忧虑。
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是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体制设计上缺乏远见卓识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在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都是在全国一统的为地主阶级利益
服务的政治大环境中，为保障领主阶级利益保留了一块飞地。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讲，则是在比较先进的社会形态中，允许一种落后的社会生活方式合法地存在着。
因此，在封建王朝的具体施政和国家机器的运转中，两种利益追求和两种社会形态的摩擦和冲突也就
成为必然。
    就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特征而言，土司制度与封建国家的总体制度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
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是以保障地主阶级利益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政治；而在土司统治地区，则
是建立在保障领主阶级利益基础上的政治形态。
这种同一统治框架内的不同政治制度，从一开始就潜伏着深刻的、必然要激化的社会深层次矛盾。
这种矛盾不仅源于各自的利益追求方面，而且还源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的社会运行方式和经济运行
机制方面。
由此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则往往成为激化矛盾的决定因子。
因此，矛盾激化所表现出来的土司之间、土司与邻近流官管理地区之间的冲突，虽然直接的表象是具
体的利益之争，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碰撞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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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土司反叛朝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朝廷、对皇帝不予认可、不予臣服的问题，而是对一种在价
值观上无法接受并且直接损害切身利益的政治制度的反抗。
    然而，明代的改土归流却忽视或是有意忽略了这一点。
由于明王朝设置土司制度的初始目的是要控制和驾驭土司，加强对土司及土司领地内的有效管理，因
此，这种制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是建立在统治需要，而不是历史的必然逻辑或者国家制度所决定的逻
辑框架基础上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实施改土归流的目的和对象，也就与土司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没有必然的联系。
准确地说，封建王朝的改土归流并没有想从根本上废除土司制度，不是因为土司制度与整个国家制度
的不相容而实施改土归流，而是因为个别土司不遵约束，为剥夺其特权而实行改土归流。
从其本质意义上讲，改土归流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变革只是一种副产品，封建王朝真正追求的只是“罚
”，即教训敢于反叛朝廷的土司，以警示其他不太安分的土司。
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土司制度的存在仍是合理的。
这样，改土归流受其初始目的限制，不可能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实现彻底的变革，甚至连土司
制度的存在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触动。
    第二节  清代的治藏政策    清王朝对西藏及藏区的统治，是在清政权统一天下之前清统治者与藏传佛
教首领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为了巩固满蒙联盟，即从蒙古族流行喇嘛教的实际出发，有意地拉拢、扶植
藏传佛教的发展，并因势利导，“兴黄教以安众蒙古”。
而藏传佛教也从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主动地为后金政权争取蒙古的政治意图服务，充当缔造和巩固
满蒙联盟的精神纽带。
至清人进关入主中原以后，清政权又将利用藏传佛教的政治目的定位在建立西藏地方政权上。
    由于蒙古族在清王朝夺取天下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清王朝得以得天下，
离不开蒙古贵族的支持和蒙古骑兵力量的战功。
即使清王朝在中原立下根基以后，也要依靠蒙古族在维护中央政权稳固和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因此，重视蒙古族是清初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战略。
清廷在统一全国后，之所以安排和硕特蒙古首领统辖西藏地方，既是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为边疆稳
固计，让自元以来即涉足西藏统治的蒙古族管理地方，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治理经验，会更利于政
治目标的实现。
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的社会需要，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交付和硕特部管理，具有一
种厚赏优待，体现皇恩浩荡的味道。
但这只是清王朝统治西藏地方的一个方面，清廷设置西藏地方政权还有另外的一手，就是让藏传佛教
中的黄教首领涉足世俗权力。
这同样也是出自两方面的政治策略，一方面是为回报黄教在巩固满蒙联盟中发挥的独特作用，通过宗
教对世俗权力的介入，给缔造清王朝有功的黄教以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是防止蒙古贵族
在边疆拥土自重，反生忧患，通过地方固有势力对政治的参与，使二者相互制衡，防生不测。
于是，清初对西藏各方面势力便采取了“一揽子”封授的办法，既册封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为汗王，
也确认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地位，以“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①。
由此，便形成了清初西藏地方独特的政治格局。
    事实证明，清王朝的这种制衡策略，虽然避免了某一势力专擅地方，乃至脱离朝廷控制的可能，却
也埋下了不同势力之间权力争夺的祸根。
自1644年清军人关以后的80多年里，蒙古族不同部落之间、蒙古贵族与西藏宗教首领之间权力纷争不
断，导致藏内局势极为动荡。
至1721年清廷“平准安藏”以后，便不得不改变治藏策略，蒙藏联合掌权的格局终以蒙古贵族退出西
藏而告破，从此逐步建立起由驻藏大臣统协下的、以本地僧俗官员为主管理地方事务的政治格局。
这种体制的形成实际上是清王朝破封建、实行边疆与内地政制一体的一种探索性过渡措施。
如果说，在此以前清王朝派遣蒙古贵族进藏施政是经验之治的话，那么从此以后，清王朝便开始了对
西藏施政的精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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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各项行政体制改革的实施和相关法规的制定而形成的法规之治。
    创设于雍正五年(1727年)的驻藏大臣，最初只作为钦差大臣监督藏政，并不介入地方政权的具体事
务。
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后，清廷才在废除郡王制度的基础上，责命驻藏大
臣“办理前、后藏一切事务”，规定“西藏诸处事务均隶驻藏大臣核办”①。
为了保证驻藏大臣职权的行使，清王朝先后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分别颁布了
《西藏善后章程》和《钦定西藏章程》两部治藏法典，作为统治西藏地方的基本制度，规范西藏地方
政治。
    在依法治理西藏的同时，清王朝针对藏区地广人稀、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的实际，在甘肃、
青海、四川、云南的藏区采取了与西藏不同的行政体制，甘肃、四川、云南藏区基本上实行的是土司
制度，青海藏区则按照管理蒙古族的办法进行管理。
其宗旨则是“众建而分其势”②，“少其地而众建之，既以彰赏罚之典，又使力少不能为乱，庶可宁
揖边陲”③。
    张荫棠倡言改革，但因在藏时短，诸策多未付诸实施。
然离藏后，仍于1908年1月奏拟《西藏善后事宜十六条》，为西藏新政“立章定制”。
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
    政治方面：裁撤驻藏大臣和驻藏帮办大臣，改设行部大臣，总制全藏，达赖、班禅，优加封赏，专
管宗教事务，均归节制。
行部大臣之下设左右参赞、左右参议，分理内政、外交各局事务。
行部大臣署内设立交涉、督练、巡警、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九局，统归行部大臣节
制。
江卡、察木多、拉里、三十九族、达木、哈喇乌苏、亚东、江孜、噶达克、工布、巴塘等处，先设巡
警局、裁判局，暂用陆军、巡警、法律学堂毕业生署理，俟办有成效，再行分别改设道府同知州县等
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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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有清以来，边疆经略一直是施政的重点。
清代满人以若小民族统治中国，其力无以在保障中原安宁的同时，确保边疆安定。
于是便因疆制宜，借助当地势力谋划边疆。
然而，在拓疆扩土的初期，其仁治与怀柔的优势，确实使边疆地区经历了最初的稳定。
之后，随着正常行政秩序的建立，各类矛盾不断出现，一时之偷安，最终导致边烽不断，结果筹边占
据了其维护政权统一的主要精力。
边疆用兵及边地改制几乎贯穿整个清廷统治三百多年的历史，为此，皇帝御驾亲征和御前安抚，时常
成为筹边的极端手段。
这种边制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清廷土崩瓦解之时。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是清朝灭亡之前经略边疆地区的最后一次努力。
虽然它只是一次局部的事件，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
“改土归流”看似为川边一隅的个别事件，但从本质上讲。
绝不是赵尔丰一人所为的简单、孤立的事件。
历史地看，它既是大清帝国一贯边制政策的延续，是清廷极端衰落、腐败之末期仅能称道的最光辉的
一页，也是中国千年封建王朝统治历史上“羁縻政策”伴随封建王朝统治之终结而终结的必然。
    概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治边历史，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历史必然性，在于它在历朝边
制政策的教训之中，实现了对“藩屏”制度的彻底否定。
    一部中国历史，从政治体制和国家组织形态的角度分析，实际上是不断追求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
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领域，是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孜孜梦想。
武力的扩张固然重要，但征服之后的有效统治却是根本，与征服所经历的短暂战争相比，它不仅持续
的时间长，而且更具策略性。
因此，才有了“羁縻政策”的产生。
这种以笼络、钳制为主要手段的政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从最早的先秦“五服”制度开始
萌芽，到清灭亡时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
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与中国封建统治体制相统一，已经构成统治思想和秩序的当然部分。
    本书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确立研究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时，没有把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这段特殊的历史从一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剥离出来，进行近距离的解剖，而是将其作为几千年中国历
史的组成部分，从更加宏观的层次，考证其所包含的历史合理性。
因此，也就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史实的考证上，而是将研究问题的视角集中在对这段历史的历史传
承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规律性的总结和提炼上，以期能够有所收获。
这也是本书在立题中强调一个“考”字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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