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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历史上边疆与
&

地交往交流交融历程及其比较研

究+&项目编号-&'eP2&)- '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边地土司与近代中缅边界的形成

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P/'+) '阶段性成果"本文在修改过程中!两位匿

名评审人对拙稿富於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议!使文章得以最後完篇!谨在此深表谢忱1

(乡里香火 *与边疆社会

"""清代以来澜沧江流域猛土司信仰的

生成路径和泛
'

化

王春桥

云南大学历史系

提要

*三藩之乱+後!清朝
!

恢复在澜沧江流域的社会统治秩序!

表明正朔!开始顺应地方社会传统!主动创造(移植(挪用和杜撰

明末被杀土司猛廷瑞的历史
3

事!立祠祭祀!纳入与城隍同等的官

方祀典!使猛土司信仰合法化"此後!历经近三百年!猛土司信仰

由官祀向俗祀(民祀和巫祀转变!成了澜沧江流域的乡里香火"猛

土司信仰的生成路径和泛
:

化!不仅使清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和国家

话语渗透进云南边地社会传统之中!而且使云南边地社会的历史记

忆和地方话语通过乡土志(传
%

(庙宇和仪式等方式保留在乡里香

火中!一直存续至今"这既是清朝巩固边地统治和重建边地秩序的

体现!亦是地方社会追求自我身份认同和话语权的结果!其背後隐

藏着一套国家政治框架和国家礼仪系统在云南边地山乡社会演变的

机制"

关键词#澜沧江流域(猛土司信仰(边地秩序(礼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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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区域研究中!国
&

外学者相继提出自己的分析概念和

理论模式"华琛4\8<*(H#X83('.A提出*标准化+和*正统实践+概念!讨

论中国的*文化大一统+问题"

!

%滨岛敦俊指出 *要理解传统中国农村基层

社会的构造!分析农民共同体信仰是有效的探索途径" +

"

%科大卫认
!

在

*各种神灵的历史眧!以及祭祀这些神灵的仪式眧!

0

藏着丰富的史料!能

4

展现社会通过宗教礼仪来和国家打交道的过程" +

#

%郑振满(陈春声等视

民间信仰研究*

!

一种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法" +

$

%

学界关於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研究!在华南(江南和华北等地已成
!

解释中国社会传统和历史的一种成熟且适用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相关研

究成果丰硕"

%

%在西南地区!从民间信仰出发探讨西南及西南边远地区社会

)'' 王春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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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沃森! /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 &*+'1)*+'

年'0!载韦思谛编!陈仲丹译! #中国大
:

宗教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页-.1*&"

滨岛敦俊! /近世江南金总管考0!载郑振满(陈春声主编! #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页&'*"

科大卫著!卜永坚译!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 '!页)-"

郑振满(陈春声! /国家意识与民间文化的传承$$$ #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导言0!

#开放时代%!&'')年!第-期!页+&1+."

代表性论著!如施振民! /祭祀圈与社会组织$$$彰化平原聚落发展模式的探讨 0!

#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年!第(+期!页)*)1&'/)林美容! /由祭祀圈到信仰

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0!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年!第(

辑!页*-1)&-)郑振满! /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 0! #史

林%!)**-年!第)期!页((1,. 2))))陈春声! /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

樟林的神庙系统
!

例0! #清史研究%!)***年!第&期!页)1)(( /正统性(地方化

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信仰的象徵与历史意义 0! #史学月刊 %!&'')年!第)

期!页)&(1)((( /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

仰的关
!

中心0!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页(-1,()郑

振满! /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福建兴化府历代碑铭解析 0! #历史人类学学

刊%!第,卷!第)期&&''+年,月'!页)1&/)郑振满(陈春声主编! #民间信仰与社

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刘永华! /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

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0! #历史研究%!&''.年!第(期!页.&1/.)

赵世瑜! /圣姑庙-金元明变迁中的*?教+命运与
^

东南社会的多样性0! #清华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页-1)-)张侃(朱新屋! /*正统 +

的层累及流动-以唐宋闽北地方神欧阳
!

例0! #学术月刊 %!&')(年!第-期!页

)(.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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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湘黔桂等地的飞山公(广西西江中游地区

的三界神(湘西苗疆的白帝天王和桂中的董永传
%

等被创造(重塑和演变的

历程!进而阐述民间信仰与地方族群(社会之互动关及其影响等问题"

&

%

相较华南(江南和西南其他区域!云南边地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变迁的研究

则略显薄弱"

'

%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云南澜沧江流域
&

的清代顺宁府(

%

!

研究

区域!梳理分析明清文献关於猛廷瑞&,!)-*/ '的历史
3

事从多元变
!

统一

的过程及原因!探讨国家和地方社会利用和改造猛廷瑞史事使其合乎国家和

地方社会需求!以及猛土司信仰的生成路径和泛
:

化历程!解释国家和地方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

'

(

代表性论著!如谢国先! /试论杨再思其人及其信仰的形成 0! #民族研究 %!&''*

年!第&期!页..1/-)张应
#

! /湘黔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的形成与流播0! #思想战

瞃%!&')'年!第+期!页)).1)&))罗兆均! /神明*标准化+( *正统化 +下国家与

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基於湘黔桂界邻区飞山公信仰研究0!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页+.1.&( /多重
3

事下的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

方社会$$$基於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传
%

研究0!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年!第(期!页,.1-&)39;4F7 WBWSDD9;=["GD: "4I6;Y9; 4;

ED:;6RZ?9;D6@?L\:@!SFD9ND:@e@45@;FG$6;Y<9NX@<DeS;4;=).)-1)**+=_9"=*', (;+,&

&+L,J&'''PL,,/1-'')谢晓辉! /苗疆的开发与地方神?的重塑$$$兼与苏堂棣讨论白

帝天王传
%

变迁的历史情境0! #历史人类学学刊 %!第+卷!第)(&期合刊 &&''/年

)'月'!页)))1),+)滕兰花(袁丽红! /清代广西三界庙地理分?与三界神信仰探

析0! #广西民族研究%!&''.年!第,期!页)(/1),+)唐晓涛! /三界神形象的演变

与明清西江中游地域社会的转型 0! #历史人类学学刊 %!第+卷!第)(&期合刊

&&''/年)'月'!页+.1)'*)龙圣! /清代白帝天王信仰分?地域考释$$$兼论白帝天

王信仰与土家族的关0! #民俗研究%!&')(年!第)期!页))-1)&()覃延佳! /食

人与孝道-壮族师公抄本 #董永唱 %的文本(结构与礼仪日常性 0! #民族文学研

究%!&'&)年!第)期!页.'1.*)龙圣! #从祖先记忆到地方传
%

-湘西白帝天王
3

事

的形成与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等"

目前!学界对明清时期云南民间信仰与地方族群和社会等问题的讨论!代表性是连瑞枝

#僧
d

.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 '一书中有几章节探讨和分析明清时期云南大理地区的历史神话和乡里神祠等问

题"

顺宁!本名庆甸"明洪武十五年&)(/& '归附!十七年&)(/, '

!

顺宁府!蒲蛮猛氏
!

土知府"万二十五年 &)-*. '!明朝平定猛廷瑞 &,1)-*/ '!猛廷瑞及其族人被

杀"万二十六年&)-*/ '!陈用宾奏请改流!设顺宁府!辖云州!驻地在今天云南省

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清初因之"乾隆十二年 &).,. '!置缅宁厅"三十五年

&)..' '!置附郭顺宁县"至清末领)厅)州)县-缅宁厅(云州(顺宁县")*)(年废顺

宁府!分置云县(缅宁和顺宁(县")*-,年顺宁县改
!

凤庆县!其辖境主要在澜沧江流

域中游!多山地!少坝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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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改土归流後云南边地进行的社会对话和历史想像!来适应和重组边地

社会的历史和秩序!?由此检证中国文化和政治权力在改土归流後云南边地

社会的发展历程!以期修正和充实相关问题的研究!

!

理解改土归流後云南

边地社会的演进历程和模式提供一种边疆视角"

二!层累的书写#土司猛廷瑞
(

事的演变与再构建

&一 '明人关於猛廷瑞的不同
(

事

#明实
-

%记载-明万二十五年 &)-*. '八月!云南大侯州)

%奉学

*勾连猛廷瑞!焚劫煽乱+! *上以奉学罪在不赦!责廷瑞擒献自赎" +

*+,

%

次年五月!云南参政李先著因*背旨误机!纳贿纵贼 +被逮送京师究问"

*+-

%

张应扬认
!

*顺宁府逆酋猛廷瑞!?残淫恶!擅兵帮助大侯州逆酋奉学
!

乱!攻劫州治!焚烧桥睴!官兵进剿荡平" +

*+.

%八月!顺宁平定!陈用宾奏

请改设流官! *以顺民情+"

*+/

% #明实
-

%也有关於猛廷瑞被冤!李先著被

诬等记
-

!

*+0

%但朝廷对此都置之不理!还封赏了顺宁改土归流时的 *进剿官

兵+"

*+1

%

#滇史%

3

述了顺宁因猛廷瑞*弑兄妻嫂!官兵讨诛之!革土设流+

*+2

%

及顺宁土知府情癋(土官袭职
(

端等事!及由此引发的顺宁与大侯之纷
(

和

结果-

)'& 王春桥

)

*+,

*+-

*+.

*+/

*+0

*+1

*+2

按-明清文献中常将*大侯+州之*大侯+与*大候+混淆!後皆统一
!

*大侯+"

#明神宗实
-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年校印本 '!卷()(!万二十五年八月

癸未!页-/+)"

#明神宗实
-

%!卷(&&!万二十六年五月丙申!页-*/-"

#明神宗实
-

%!卷(,+!万二十八年四月丙子!页+,,("

#明神宗实
-

%!卷(&-!万二十六年八月乙亥!页+'(-"

#明神宗实
-

%!卷((,!万二十七年闰四月乙未!页+)*)) #明神宗实
-

%!卷

((/!万二十七年八月丙戌!页+&+,) #明神宗实
-

%!卷(.'!万三十年三月甲

申!页+*,)"

#明神宗实
-

%!卷(,+!万二十八年四月丙子!页+,,(1+,,,"

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 #滇史 %&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 '!卷),!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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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二十五年 # )-*. $八月%猛廷瑞与奉学引兵来攻思贤%残

%

州县%杀掠人民%抚按疏请调兵攻剿)麻都司+

*

参将显忠分兵

三路%直入顺宁)廷瑞畏惧%遣子猛守宗乞哀缓兵%容令杀奉学献

印%而又密差人以金百两+银四百两送临元道参政李先著带管澜沧

兵备)先著笑不受%贮之云南县库)及十月行师%显忠已连战攻破

I

马罕关%将廷瑞围困洛党)先著因朝廷旨 / 猛廷瑞果能擒献奉

学%以赎前罪%姑从轻议之 0 %遂谓宽处廷瑞%乃令中军官手执
;

旗%上书 /奉旨撤兵 0四字%

*

将等因引兵出屯城外%以俟廷瑞之

出)而廷瑞已乘机逃入观音山%复肆猖獗%将降服陈甫等二十九人

俱杀死%四出招兵
#

害)显忠等只得再集兵攻夺云梦寨%将奉学擒

斩%然後廷瑞受缚取
?

%芟夷逆党%安抚部民)报捷於朝%改设流

官知府)巡抚陈用宾+巡按张应扬复言显忠揭李先著纳贿撤兵%背

旨误机%参劾解京%系狱拟戍)先著忧愤%竟死犴狴)人多称其

冤)

*+3

%

#滇略%#闽书%等文献关於猛廷瑞的论述与 #滇史%

&

容相同!仅做

了润色
]e

" #滇略%与#滇史%的区
*

在於前者
]

去了李先著受猛廷瑞金

一事!亦不提时人称李先著受冤一事"

*+4

% #闽书 %中有明显袒护陈用宾之

嫌!张应扬*上疏劾先著受贿纵贼!用宾难於?同!以疏继之!然词多委

屈+! *侧目者遂恨用宾矣+"

*+5

%

#万野获编%的
3

事与#明实
-

%#滇史%等明显不同!代表着明代

士人集团的另一种
3

事-

今上丁酉 # )-*. $戊戌间%大侯之候袭土舍奉学者%顺宁土知

府猛廷瑞妇翁也%翁
J

素不协%学又与三猛相仇杀)时参将
*

显忠

者%知廷瑞巨富%诬以助恶%索其金不应%遂谗於按臣张应扬而信

之%转闻抚臣陈用宾下檄责之%廷瑞大恐%斩奉学以首献矣)抚台

又入
*

弁之谮%居
#

奇货%诬以
K

款%又发其杀兄奸嫂事)两院具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3

*+4

*+5

#滇史%!卷),!页(*+"

谢肇膌! #滇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事略0!页&/"

崇祯#闽书%&明崇祯刻本'!卷/.! /英旧志 0! /缙绅.泉州府
^

江县七 0!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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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得旨,会兵大剿)廷瑞出见献印+献子以候命%

*

弁不从%直

捣其巢%尽取其十八代之积数千百万%诱廷瑞至省擒之%

K

献大捷

於朝)廷瑞所部十三寨尽怒%遂真聚兵反%陈抚极兵力尽芟之)陈

L

右都御史%荫子世袭锦衣%按臣亦受赏)未几%张应扬改按闽

中%卒於官)用宾亦坐武定府事%逮下狱%诏坐大辟系狱)人谓有

天道云)11按,猛氏
#

孟获之後%世效忠节%陈中丞以贪功一

念%既覆其家%奏功後%又毙廷瑞子於狱%以杜後患)於是猛氏绝

矣)今云州与顺宁府俱改流官%且岁岁发兵戍守%其土所出%无一

丝入府库%而岁费饷数万%至今滇人言之切齿)

*6,

%

以上是#万野获编%对於土司猛廷瑞和沈德符反对改土归流的记
-

"

此外!该书还载有猛廷瑞死後化
!

*金甲人+托梦的故事"

*6-

%

#议恤
-

名臣疏%曰-

适有顺宁猛廷瑞与大侯奉赦构隙雠杀%当事者以本官原任澜沧

兵备%素
#

夷人所信服%委同金腾副使邵以仁+参将
*

显忠提兵勘

处%掎角而进)本官以猛酋无大罪%且生灵炭可悯%坚议抚之)

酋持千金请命%本官谓不受其金%酋不信%遂以金发充兵饷)酋遣

子送印
#

听抚之贽%而金腾路乖其抚议%径袭击廷瑞%反诬构本

官%被论遂系%竟死於狱)

*6.

%

#滇志草%曰-

二十五年 # )-*. $二月%顺宁土酋猛廷瑞与大侯奉赦构杀%巡

抚陈用宾以参政李先著同副使劭以仁勘处)先著议抚%以仁径袭击

廷瑞%平之)因请改顺宁府
#

流官%大侯州
#

流郡%赐名云州)先

著由是被诬逮系%死於狱)

*6/

%

)', 王春桥

*6,

*6-

*6.

*6/

沈德符! #万野获编%&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卷('! /大侯州0!

页)&1)("

#万野获编%关於*金甲人+故事的记载详见後文"

毛堪! #台中疏略%&明万四十二年刻本'!卷(! /议恤
-

名臣疏0!页("

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 #滇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卷)! /总部沿

革.大事考0!页,)"

!

"

#

$



天
5

#滇志%抄
-

#滇志草 %原文" #滇志 %

#

调顺宁之役 *是非之

辨!关院道怨德之分+!包见捷*隐隐若归究同事!而其
%

未竟+!认
!

顺

宁之役不能 *曰某官某主剿!某主抚!某由是被诬逮系!尚恐一手一足之力

不能辨" +

*60

%且总结了明末流传的各种
3

事版本-

今以所闻於国人佥同者足之,一谓猛廷瑞有反状无反情)有反

状者%以私仇
#

私而扬扬%然弄兵官道%烧古铁桥%令长江之险

相望不能渡%是公战之劲兵也)时直指按部永昌%千里阻
+

%三尺

无所施%反不啻人言矣)无反情者%白冤无
M

日%至於白昼怀金+

侥癰赂免%种种
N

尾乞怜之状%

+

不类叛者行迳也)一谓李公原系

清品%又意不乐兵战%但种种举动有不可知者)方廷瑞投金%不以

辞
O

%即日发县库%便当明白报之台司%而止於揭
P

中言及%止云

/笑而受之无数 0 )千金固在县库也%後竟
#

一罪案)既知廷瑞

冤%则当力
#

昭雪%何至举兵之後%尚然力
>

战阵之间%撤兵不

进.道+将既不和於上%道之裨将与参将之裨将又不和於下)道以

奉令撤兵%旗树裨将营垒%参将易 /奉令 0

#

/奉旨 0 %拔其旗帜

而藏之%公不知也)道+将议不和%道见於辞色)将曰, /公奉旨

撤兵%何旨也. 0公不能对)是又一罪案矣)

*61

%

如上!猛廷瑞史事的记
-

者!有官方史官(任职云南官员(客居云南外

省士人(云南本土士人等!其身份多元!其看法各?!主要有两种论述-第

一种是猛廷瑞*焚劫煽乱+!李先著*纳贿纵贼+!明朝平定顺宁!改设流

官"第二种是
#

调猛廷瑞蒙冤(李先著被诬"

&二 '清朝对猛廷瑞
(

事的再构建

清朝在关於猛廷瑞的论述中加入了新的故事情节!在康雍乾时期!逐步

形成了统一的猛廷瑞
3

事基调"这一时期!正史(私人撰述和地方志关於此

事的论述仅在细节上有一些差
*

!地方志补充了当地的轶事和传
%

!出现了

将明代官方文献糅合进地方社会传
%

的历史
3

事转向!使猛廷瑞
3

事成
!

了

一种符合官方标准的地方性话语表述"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60

*61

#滇志%!卷)! /总部沿革.大事考0!页,)"

#滇志%!卷)! /总部沿革.大事考0!页,)"

!

"

#

$



#明史稿%#明史%关於猛廷瑞的论述与#万野获编%如出一辙!行

文用词大都相同!一致
#

调猛廷瑞*实无反谋+!

A

显忠索财诬告!致其冤

死!参与顺宁之役的人都未得善终! *人以
!

天道云 +" #明史稿 %#明

史%史料源自#万野获编%!仅将该书关於猛廷瑞死後化
!

金甲人的故事

和沈德符反对改土归流的观点
]

除"

*62

%

成书於康熙元年&)++& '的#滇考%

*63

%!糅合#滇史 %#万野获编%

等相关文献记载!从中选择自己认可的史事论述!改土归流的过程未超出前

人论述!将猛廷瑞和李先著因顺宁改土归流而受冤的责任归咎於
A

显忠和陈

用宾!认
!

其*喜功好杀+! *陷李先著於狱+! *虽以功得
^

爵!卒之!

身填囹圄!

!

天下笑!亦何益哉1 +"此外!将*金甲人+故事与顺宁改土

归流一起论述!以
#

调猛廷瑞的冤屈"

*64

%

康熙二十六年 &)+/. '任顺宁府知府的徐砽於是年编成 #府志馀

抄%

*65

%!该书整合明清文献资料与顺宁府本地的口碑传
%

!形成了一种新的

且被後人认可的地方化论述-

猛廷瑞%土知府猛哄六世孙%相传孟获弟孟优之後)初娶湾甸

土州景宗正女%继以反目乖离%归宁不返)逾年%另娶大侯土官弟

奉学女%景氏恨之)会奉学与赦不相能%学奔廷瑞%借婿力以抗

兄%遂连年构杀)巡抚陈用宾檄李先著+劭以仁二道及参将
*

显忠

会勘%相机行事)时%景宗正子景从
#

土官%欲
#

其姊报仇)睶遣

部落谬
#

猛夷%间道至永昌%夜烧霁虹桥)俟火炽人扰时%扬言而

遁%曰, /我猛氏之後也) 0於是四远相闻%以
#

廷瑞蓄谋不轨%

故焚桥拒命也)迨先著至%开
!

祸福%廷瑞惧%使其子
F

印?金听

命)先著恐其不信%遂收金充饷%许其归诚)而以仁後至%堕湾甸

焚桥之计%景从又请
#

导)以仁遂谓先著通夷纳赂%告之抚军%

)'+ 王春桥

*62

*63

*64

*65

王鸿绪! #明史稿%&敬慎堂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 '! /列传 0第)/.!

/云南土司一.顺宁0!页)&))张廷玉等撰! #明史 %&北京-中华书局!)*.* '!

卷()(! /云南土司二0!页/'.*1/'/'"

#四库全书提要%谓#滇考%成书於康熙元年&)++& '"作者冯盨!浙江临海人!顺治

十五年&)+-/ '进士"康熙元年任永昌推官!在滇)-年"

冯盨! #滇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下! /武寻诸府改设流官始末0!页*)"

#府志馀抄%又名#顺郡馀抄%!从康熙#顺宁府志%凡例可知!该书由顺宁知府徐砽

奉文修辑!以
!

资政之用"

!

"

#

$



一面会兵袭执廷瑞)已而抚军上其事%廷瑞诛死%先著卒於狱)设

顺宁府流官%改大侯
#

云州)按,景正 #笔者按,亦名景宗贞+景

宗真 $死於兵%宗材伏诛)子从幼%免死%降
#

土州判)至是%以

协袭廷瑞功%复升土知州)廷瑞死%人咸冤之)而巡抚亦稍稍知其

无反情%乃听民立祠祀之)

*7,

%

#府志馀抄%的论述首次记
-

了猛廷瑞之死人咸冤之!且追溯到明万

时! *巡抚亦稍稍知其无反情!乃听民立祠祀之+"该书首次
!

猛廷瑞冤情

提出了新证据-湾甸土知州焚桥嫁祸猛廷瑞"徐砽
!

此详述了湾甸土知州焚

桥嫁祸的原因(过程及结果!?
#

调湾甸土知州降
!

土州判!後因*协袭廷

瑞功!复升土知州+的历史!但
'

有
%

清楚湾甸土知州被明朝降职的原因"

如此模糊记载!很容易让人怀疑湾甸土知州降职是否与猛氏有关"其实!湾

甸土知州降职与猛廷瑞无涉!复职则与其有关!其具体历史过程是-万十

一年&)-/( '!缅甸犯云南!湾甸土知州*景宗真率弟宗材导木邦叛贼罕虔

入寇姚关!宗真死於阵!擒宗材斩之"景真子幼!贷死!降
!

州判官"後从讨

猛廷瑞有功!复旧职"+

*7-

%徐砽以按语书写湾甸土知州从降职到升职的历史!

强调湾甸土知州与顺宁土知府之间的利益纠葛!向世人展现了澜沧江流域地方

社会政治格局的杂性!

!

湾甸土知州焚桥嫁祸猛廷瑞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此後!湾甸焚桥嫁祸(猛廷瑞被诬(万间昭雪请封(听民立祠祭祀等

&

容
!

清代以後地方志常载!而明代文献中出现的陈用宾构冤猛廷瑞的论述

已消失!开始将猛氏冤死归咎於周边土司!加入了地方性因素"成书於康熙

三十九年 &).'' '的 #顺宁府志 %关於猛廷瑞史事转抄自徐砽 #府志馀

抄%!将猛廷瑞纳入/忠烈传0!且原文抄
-

明代文献中关於猛廷瑞化身金

甲人托梦的传
%

"

*7.

%成书於雍正元年&).&( '的#顺宁府志%将猛廷瑞纳入

/乡贤传0!增加了万二十四年&)-*+ '云南巡按毛堪
!

猛廷瑞昭雪和云

南巡抚陈用宾
!

猛廷瑞*请封得赠中宪大夫(资治少尹 +的论述"

*7/

%至此!

清朝关於猛廷瑞史事的
3

事实现了多元到统一"後来地方志关於猛廷瑞的论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7,

*7-

*7.

*7/

徐砽! #府志馀抄%!载倪蜕辑!李埏校点! #滇云历年传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

社!)**& '!卷*!页,,(1,,,"

#明史%!卷(),! /云南土司二0!页/)'/"

康熙#顺宁府志%!卷-! /人物志.忠烈0!载杨滋荣整理点校! #顺宁府 &县 '志

五部%&一'&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页((1(,"

雍正#顺宁府志%&雍正三年刻本'!卷/! /人物.乡贤0!页&"

!

"

#

$



述!仅在细节上做了补充"

*70

%

&'世纪-'年代!凤庆文人罗筱池和杨香池编成了历史剧 #双冤案 %!现

在列入凤庆县的非物质遗
$

名
-

!流传在凤庆县凤山镇一带!讲述了*地方

官绅孟庭瑞&猛廷瑞'含冤致死的故事 +"

*71

%关於猛廷瑞史事和祭祀猛氏土

司!当地人有这样的传
%

-

当时云州的土司虽然官职与顺宁的猛家一样大%想娶猛家的女

儿%但是猛家不同意%因
#

猛家忠诚%而云州的土司
#

人不好%他

们讨猛家女儿不成%就到朝廷去告状%朝廷派来的官员
Q

有直接到

顺宁%而是先到云州%受云州土司的贿赂%回去谎报猛家谋反%於

是%朝廷派兵到顺宁%将猛家人杀了)但是%猛家不服%就到阴间

去告状%阴间断案%认
#

猛家对当地人有好处%有功劳%所以要阳

间祭祀他们)

*72

%

从田野调查资料来看!当地人关於猛廷瑞史事的认知!来自相关地方志

等文献资料!?对其进行改编!加入当地人对神灵信仰的理解!形成了另一

种解释地方历史的
"

络!但总体上未跳出清朝官方的历史
3

事"

综上所述!康雍年间关於猛廷瑞
3

事已有了很大变化!多元
3

事被统一

起来!?被两部#顺宁府志%分
*

纳入/忠烈传0和/乡贤传0"清朝地方

官府如此讲述或建构猛廷瑞故事!使猛廷瑞
3

事发生了转变!表明清朝地方

官府对民间私祀猛廷瑞行
!

的认可!?尝试将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民间信仰纳

入王朝体制之下!以获取地方治理的合法性政治资源!故在某种程度赋予了

猛土司信仰*正统性+身份"此外!地方官府以方志的书写形式创造了猛廷

瑞得到明朝*敕封+的传
%

"事实上!明代官方文献既无敕封猛廷瑞!亦无

!

其昭雪的记载"

*73

%这从侧面反映出地方官府使猛廷瑞成
!

正统性神灵的努

)'/ 王春桥

*70

*71

*72

*73

雍正#云南通志%(乾隆#顺宁府志%(道光#云南府志%(光绪#续顺宁府志稿%等

地方志中的记
-

都大同小?"有意思的是!道光#云南通志%既沿续了先前地方志的记

-

!又转抄了#明史%的论述"光绪#续顺宁府志稿%也转抄#明史%的论述!但将其

放入/杂志0之/轶事0中"

调查人-王春桥!调查时间-&'&)年)月+日!调查地点-凤庆县文庙"

访谈对象-""!男!庙祝!.,岁(#H#!男!庙祝!.&岁!访谈时间-&'&)年)月/

日!访谈地点-凤庆县麦地山祭白龙!访谈人-王春桥"

敕封和昭雪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雍正#顺宁府志%"

!

"

#

$



力"可见!地方官府在云南塑造符合国家正统礼仪体系的地方神明的策略和

手段!与华南等区域有共性!仅操作方式略有不同"

*74

%

那
)

!

!

何会出现猛廷瑞
3

事的转变呢,只有将其置於当时的地方社会

情景中才能获得恰当解释"这种
3

事转变与当时澜沧江流域的杂社会境癋

相关!是清朝
!

了重建当地社会秩序的一种文化策略"顺治十六年

&)+-* '!清军至永昌!此时顺宁府*郡无率员!民皆泮
K

+"

*75

%同年!顺

宁纳入清朝版图!首任知府米璁任事时!顺宁*伏莽震邻!惊鸿遍野!绥缉

已非易事+!经他*调济区划!用绥适宜!上下不致交困" +

*8,

%但
'

多久!

康熙十二年&)+.( '!

A

三桂叛乱!颁布/

A

三桂奉天讨满檄文0!打着兴

明讨清口号!叛乱官兵俱披"次年!顺宁府和永昌府反抗
A

三桂! *俱剃

!望大师不至!遭逆党赵张复陷两郡!劫掠甚酷" +康熙二十年

&)+/)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後!顺宁的地方社会情景是 *溃卒
Z

逞於

邻封!逃兵肆窃於江&笔者按-澜沧江 '外 +

*8-

%"由於
A

三桂叛乱时打出的

*汉人正统+旗号!颇具迷惑性!盘踞澜沧江
&

外的*溃卒+亦受这种观念

的影响!对当地民
:

有一定煽动性"於是!清朝
!

了重新稳固在澜沧江流域

的统治!安定时局!凝聚人心!表明正朔!实现*取其至不一者!而归於至

一+的*大一统+目标!

*8.

%除了*运筹防 +外!更需要借助当地有影响力

的民间信仰力量!於是主动改写和创造被明朝杀害的土司猛廷瑞的
3

事!?

将其纳入正统神灵之中&详见後文'!这是当时地方官府最优选择之一"这

种文化策略!从#顺宁府志%中出现了包括猛公祠等大量官方祀典庙宇的记

载!亦可得到旁证"

三!土司成神#猛土司信仰的生成路径

自明万年间顺宁府改设流官!即开始在原土司地方社会建立官方庙宇

系统"天
5

#滇志%*祠祀+中顺宁府有社稷坛(厉坛(城隍庙(文昌祠(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74

*75

*8,

*8-

*8.

详情可参考陈春声! /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

信仰的关
!

中心0(唐晓涛! /三界神形象的演变与明清西江中游地域社会的转型0

等文章"

康熙#顺宁府志%!卷)! /地理志.沿革0!页))"

康熙#顺宁府志%!卷)! /地理志.惠政0!页)/"

康熙#顺宁府志%!卷)! /地理志.沿革0!页))"

康熙#顺宁府志%! /序0!页("

!

"

#

$



武安王庙(武侯祠(东瞸庙和土主庙等庙宇"

*8/

%明崇祯末年?历顺宁府的徐

霞客认
!

猛廷瑞*专恣!睶蓄?谋!开府陈用宾讨而诛之 +!改设流官"

*80

%

从康熙二十二年&)+/( '的#云南通志%可看出!清朝延续了明朝在顺宁府

的庙宇系统建设模式!庙宇在数量上比明朝更多"

*81

%康熙二十六年

&)+/. '!徐砽任职顺宁府!基於当地的传闻或文字记
-

!奉文修辑成 #府

志馀抄%!祭祀猛土司的猛公祠引起了地方官府注意-

廷瑞死%人咸冤之)而巡抚亦稍稍知其无反情%乃听民立祠祀

之)

*82

%

至迟至康熙二十六年&)+/. '!顺宁府境
&

已存在民
:

私自立祠祭祀猛

廷瑞现象!且某种程度获得官府默许!但看不出官府是否参与其中"徐砽记

-

此事!虽看不出民间私立祠祀猛廷瑞现象是否普遍存在!但当时民间立祠

私祀猛廷瑞已出现在顺宁府则可得而知"

!

此!顺宁知府创造了明朝云南巡

抚陈用宾顺从民意的历史书写"

*83

%这样清朝官府默许此现象存在!则有例可

循!不仅能调和陈用宾与猛廷瑞冤死之敌对关!亦能
!

清朝正统性确立清

除某种障碍"

康熙三十九年&).'' '!顺宁府知府董永筳编成的 #顺宁府志 %将猛廷

瑞纳入/忠烈传0!在/坛庙0中记
-

了猛公祠!首次将猛公祠与东瞸庙(

真武庙等一同列入群庙!在猛公祠後备盰 *顺宁土知府 +字样"

*84

%猛公祠正

式出现在地方志中!且明确记载猛公即顺宁土知府!猛公祠已与东瞸庙等一

样成
!

官方认可的群庙"这意味着很可能此时的猛公祠已获得官方认可!地

方官府也开始了将猛土司信仰纳入国家祀典的努力"

此外! #顺宁府志%还收
-

了当地流传的一些轶事!比如遗老所
%

的猛

峒地!因猛廷瑞屈死而被湾甸土知州占地不归!在/忠烈传0中!收
-

#万

野获编%所言金甲人托梦灵应故事!表明其*忠顺无?!原无叛志!负屈

))' 王春桥

*8/

*80

*81

*82

*83

*84

#滇志%!卷)+! /祠祀志第九.顺宁府0!页-,/(--,"

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 #徐霞客?记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下!

页))-&"

康熙#云南通志%&民国刻本'!卷)/! /祠祀.顺宁府0!页&&1&("

徐砽! #府志馀抄%!页,,,"

其背後原因上文已分析"

康熙#顺宁府志%!卷&! /建设志.坛庙.群庙0!页&("

!

"

#

$



族诛+"

*85

%知府董永筳还特意写了一首#吊猛廷瑞%-

心直如弦事已休%转将彝俗化神州)英魂总在谁招得.

;

叶沧

江两岸秋)

*9,

%

这首诗收
-

在雍正#顺宁府志%中"从这首诗中!表达了董永筳这类地

方官员观念中!当时的顺宁府已变
!

与中原一样的地方!澜沧江中游地域社

会完成了转型!由*彝俗+进入了*神州+!但
!

了顾及地方社会情绪!他

仍需表明猛廷瑞的英魂还在!需要招抚的立场"这亦
%

明!在康熙年间!顺

宁府
&

猛廷瑞灵应已成
!

一种共识!有着广泛的信仰基础!?逐步把当地人

的解释和认知融入到地方志等文献之中"

至迟康熙後期!清朝官府已开始从论述和灵应两方面
!

猛公祠和猛土司

信仰建构合法解释!这与猛廷瑞
3

事转变几乎同步"

*9-

%具体表现在雍正 #顺

宁府志%

*9.

%关於猛廷瑞和猛公祠的书写之中"该志由顺宁府知府范溥纂修!

田世容*9/

%主持编纂"通过梳理整部方志发现!该志涉及猛廷瑞及猛公祠的
&

容较多!且与之前文献记载有所差?-

其一!雍正#顺宁府志%将猛廷瑞写入*乡贤传+!与天
5

#滇志%(

康熙#云南通志%中列
!

乡贤的猛廷瑞祖先猛盖(猛卿等?列!?用大段篇

幅
!

其写传"给猛廷瑞*少喜旷侠!信任不疑+等肯定评价"在传记中转抄

#府志馀抄%关於顺宁改土归流和陈用宾顺从民意立祠祀猛廷瑞的论述!且

创造了一种新
%

法!大意是!顺宁改流後! *郡州之彝既喜得归大化!而亦

深痛猛酋之屈於死也" +未几!陈用宾*稍稍觉之!乃听民间立祀!且
!

请

封得赠中宪大夫(资治少尹" +

*90

%清代地方官府书写中的历史诠释!不仅使

猛廷瑞沉冤昭雪!而且获得明朝皇帝
7

封!

!

将*听民立祠祀+上升到了官

方祭祀地位提供了更丰富和更具
%

服力的解释依据"

其二!雍正#顺宁府志%杜撰了明万四十二年 &)+), '云南巡按毛堪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85

*9,

*9-

*9.

*9/

*90

康熙#顺宁府志%!卷-! /人物志.忠烈0!页(("

雍正#顺宁府志%!卷)'! /艺文.诗0!页/+"

勐土司信仰转变背後之原因上文已有讨论!故不再赘述"

雍正#顺宁府志%成於雍正元年&).&( '!雍正四年&).&+ '刊刻!该志中所记之事!

当是康熙年间之事"

田世容!浙江钱塘人!康熙六十年&).&) '寓居顺宁"

雍正#顺宁府志%!卷/! /人物.乡贤0!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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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辨*土府猛廷瑞冤诬!奏请昭雪+"

*91

%细读毛堪 /议恤
-

名臣疏 0原文!

毛堪虽间接提到猛廷瑞无大罪!但只是
!

李先著奏请昭雪! *檄提学道祀之

名宦 +"

*92

%之前的文献!亦只记
-

毛堪
!

李先著昭雪!未有替猛廷瑞昭

雪"

*93

%方志如此杜撰是
!

论述猛廷瑞受皇帝
7

封做铺垫"

其三!雍正#顺宁府志%收
-

了田世容的/焚桥辨0!论证猛廷瑞受湾

甸土知州嫁祸而冤死!给出了猛廷瑞灵验和彝人崇拜猛廷瑞的一种解释"关

於猛氏焚桥!最早见於#明实
-

%!但未指出所烧是何桥"天
5

年间!猛氏

焚桥
%

在天
5

#滇志%中再被提及!猛廷瑞 *弄兵官道!烧古铁桥 +!

*94

%且

收
-

的/霁虹桥记0/重修霁虹桥记0明确指所焚之桥是永昌府境
&

澜沧江

上的霁虹桥!且是猛廷瑞所焚"

*95

%清康熙二十六年&)+/. '#府志馀抄 %首

次提出焚
M

霁虹桥乃湾甸土知州嫁祸"至此!焚桥者由顺宁土官猛廷瑞转
!

了湾甸土知州"田世容编志时!他撰/焚桥辨0

!

猛廷瑞辨白!提出了湾甸

焚桥和金甲人托梦的缘由!指出顺宁地方 *彝俗有寸香之拜 +猛廷瑞的事

实"

*:,

% /焚桥辨0亦被之後清代各朝#顺宁府志%转抄"

其四!雍正#顺宁府志 %首次明确记
-

猛廷瑞 *歼灭已久!而流魂不

泯!著?
!

灵+!将灵验追溯到#万野获编%记载的猛廷瑞变
!

金甲人托

梦的故事&後详'"

*:-

%

其五!雍正#顺宁府志%首次准确地标出了猛公祠的位置和祭祀时间"

*猛公祠!一在府城隍庙後)一在东瞸庙左!二月(八月上戊日祭" +

*:.

%编

於雍正七年&).&* '的#云南通志%整合了雍正#顺宁府志%的相关
&

容!

记
-

了猛公祠位置(祭祀时间!阐述了祠祀猛廷瑞的理由-

))& 王春桥

*91

*92

*93

*94

*95

*:,

*:-

*:.

雍正#顺宁府志%!卷&! /沿革0!页),"

毛堪! /议恤
-

名臣疏0! #台中疏略%!卷(!页(1-"

#滇志%!卷)!页,)) #滇考 %!卷下! /武寻诸府改设流官始末 0!页*))康熙

#云南通志%!卷(! /沿革.大事考0!页-&等"

#滇志%!卷)! /总部沿革.大事考0!页,)"

刘庭蕙! /霁虹桥记0(邓原瞸! /重修霁虹桥记0!载#滇志%!卷)*! /艺文志第

十一之二0!页+((1+(,"

田世容! /焚桥辨0!载雍正#顺宁府志%!卷)'! /艺文.辨0!页,'"

雍正#顺宁府志%!卷*! /风俗.轶事0!页)-"

雍正#顺宁府志%!卷,! /建设.坛庙附祀典0!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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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公祠%一在府城城隍庙侧%一在府东瞸庙左)明知府猛廷瑞

以诬死)万间昭雪%请封%听民立祠%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日

祭)

*:/

%

猛公祠紧靠城隍庙和东瞸庙!祭祀时间与城隍同日!这两座猛公祠由官

方建立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凤庆县五保山的庙眧!凤庆城隍与猛土司同在主

殿?列而坐!一起受当地人的供奉祭祀"

*:0

%

其六!雍正#顺宁府志%首次记
-

了顺宁府存在官方祠祀和土人私奉两

种现象"官府*仅祠祀止廷瑞一身!而土人私奉有五!或谓猛效忠(效志!

其叔父行也!廷佐(廷魁!皆昆弟耳"称继武者其子乎,殆不可考" +

*:1

%此

时官府祠祀的是猛廷瑞!但当地人私奉猛土司五人"至於是哪五位,时人已

分辨不清"据田野调查!现在凤庆县猛家庙眧供奉的猛神有,人或-人两种情

癋!当地人也认
!

这-人是兄弟!猛廷瑞排行第五!又称 *独
1

五郎 +!其

他四人名字不可考"

*:2

%

乾隆二十四年&).-* '任顺宁府知府的刘聖在#顺宁杂著 %

*:3

%中关於顺

宁改土归流(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形成的记载与 #府志馀抄%(雍正#顺宁

府志%基本相同!但他关於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的记载有几处关键的不同"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

*:0

*:1

*:2

*:3

雍正#云南通志%&乾隆元年刻本'!卷)-!祠祀!页(&"

凤庆县五保山上的庙分主殿和副殿"在主殿上!供奉著五宝老祖(五宝阿太(猛大太

爷(猛二太爷(猛三太爷(猛四太爷和凤庆城隍!凤庆城隍在主殿的最左边!与猛四太

爷靠近" &调查者-王春桥!调查地点-凤庆县五保山猛家庙!调查时间-&'&)年)月.

日'

雍正#顺宁府志%!卷/! /人物.乡贤0!页&"

凤庆县五保山供奉的是,人!不包括猛五太爷 &猛廷瑞 '"在离五保山不远的大有村小

角山头猛府地&当地人在庙眧写的名字'眧供奉的是-人!包括猛五太爷" &调查人-

王春桥!调查地点-凤庆县五保山(大有村小角山头猛府地!调查时间-&'&)年)月.

日'

!

何不供奉猛廷瑞!,'多岁的杨姓庙祝
%

- *五太爷受冤死!怨气重!不太能保佑

後人!且会给人带来不好的东西!当地人都不太愿意供奉他"五太爷被杀时
1

不在了一

" +*独
1

五郎+在当地人观念中都是指猛廷瑞!称其
!

*独
1

五郎+是因
!

其排名

第五!且只有一
1

"

!

何只有一
1

,当地有两种
%

法-一
%

是被明朝杀时
'

了一

腿)一
%

其不听话!被他的土司父亲砍了一
1

" &访谈对象-#

!!

!女!,'多岁(

""!男!庙祝!.,岁(#H#!男!庙祝!.&岁!访谈地点-凤庆县!访谈时间-&'&)

年)月.日至/日!访谈人-王春桥'

刘聖!字畅亭!号原圃!河南新乡人"该文收
-

在乾隆#顺宁府志%和#小方壶斋舆地

丛钞%中!但後者将作者刘聖误写作*刘靖+"对校乾隆#顺宁府志%! #小方壶斋舆

地丛钞%收入的
&

容有几处错误!应是转抄错"

!

"

#

$



首先!到乾隆年间!顺宁夷汉人民都已经普遍接受猛公祠和猛土司信

仰" *猛公死後!流魂不泯!频著灵?+! *顺宁夷民至今崇奉弥谨+"其

次!猛公祠眧祠祀神由猛廷瑞一人变
!

四人!且明确他们是兄弟- *府城隍

庙右侧有祠!祠中供四像!土人谓其兄弟四人皆
!

神!盖当时同歼灭者" +

再次!顺宁府历任知府都在府署供奉神牌!祭祀猛府四位太爷- *府署楼上

右间亦供有神牌!历任祀之!牌书3猛府四位太爷之神位4" +最後!知府

刘聖主导了乾隆年间猛土司信仰的整合!将不可考的四位太爷神位改
!

猛廷

瑞神位!将多神信仰统一
!

猛廷瑞一神信仰- *余嫌其称谓不雅!且四神无

可考!据查照#志%载!改书
!

3明顺宁土府(赠中宪大夫(资治少尹猛公

神位4" +

*:4

%与官府祭祀猛廷瑞一人不同!地方社会似乎?不关心祭祀几

位!表明了两者在历史诠释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各不相同"至此!

!

使地方神

?符合国家正统礼仪体系和意识形态!经历任顺宁府知府主导!创造了明朝

敕封猛廷瑞等历史!猛土司信仰被纳入了国家祀典!确立了猛土司信仰的合

法性与正统性"至於刘聖是否禁止顺宁地方祭祀猛氏四神!文献中?未记

载"据笔者&').年至&'&)年间的调查!现在凤庆县附近的大有等村寨祭祀,人

或-人!在边远的乡镇村寨眧大都祭祀)人"

此外!乾隆年间!随着顺宁改土归流後儒学的兴起!本地很多读书人获

得功名!开始加入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合法性的解释之中!但这种解释很大

程度上是复述地方官府的话语"顺宁府人杜宗甫*:5

%有诗曰-

堪怜质子还?印%当路如何操斧寻)参政无辜遭逮系%焚桥未

辩已成擒)流魂得诉精通帝%披甲著灵梦入黔)郡邑有祠家有祝%

年来尚见百蛮心)

*;,

%

地方文人将顺宁改土归流史事以诗歌形式展现!从中看出当地人对这段

历史以及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的看法" *郡邑有祠家有祝+展现了猛土司信

仰的普遍和兴旺) *年来尚见百蛮心+表明了当地民夷祭祀猛廷瑞的虔诚"

此後!关於本地士人纪念或怀念猛廷瑞的诗歌常见於地方志艺文志中!他们

)), 王春桥

*:4

*:5

*;,

刘聖! #顺宁杂著%!载乾隆 #顺宁府志 %&杨滋荣整理点校! #顺宁府 8县 9志五

部%8一9!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卷)'! /艺文志.杂著0!页&-."

杜宗甫!字绍工!号可唐!拔贡!顺宁府人!乾隆六年&).,) '候选教谕"

杜宗甫! /谒猛公祠0!载光绪#续顺宁府志稿%&清光绪刻本'!卷((! /艺文志.

诗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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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猛廷瑞事件和猛土司信仰的论述都与官府在康雍乾时期的论述相同"

当然!地方官府
!

了确立猛廷瑞信仰的正统性!除了主导相关地方化论

述(杜撰皇帝
7

封和知府设神牌祀之外!还需要通过灵应故事来迎合本地民

:

的心理诉求!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关於猛廷瑞灵应的记载!最早见沈德符#万野获编%-

先是%泰和郭青螺子章抚黔%一日中夜%其夫人蹴郭公觉%问

曰, /猛廷瑞何人. 0郭吒曰, /尔妇人安知猛廷瑞%且中夜问何

#

. 0夫人曰, /适梦%有人装束如庙中金甲人%来谒云, 2我猛

廷瑞也%过此欲见中丞%不得近%故来谒夫人耳) 3 0郭曰, /汝

曷问其所由来. 0 夫人曰, / 吾固问之)渠云, 2 吾
#

陈巡抚冤

死%诉帝得请乃归耳) 3 0郭心?之%不敢语人)逾月而用宾被逮

之报至)是万三十六年%去廷瑞死时%几及十年矣)

*;-

%

金甲人托梦故事!已无从考证是沈德符杜撰!或是来自民间"但这个故

事被记
-

与他论证猛廷瑞冤死及其反对改土归流有关"

*;.

%该故事被 #滇略 %

转抄!天
5

#滇志%

.

未收
-

"到清代!该故事又相继被地方志转抄!

*;/

%成

!

官府和本地人解释猛廷瑞*流魂不泯!著?
!

灵 +中 *最? +之事"

*;0

%乾

隆年间!顺宁知府刘聖也记
-

了猛土司灵应故事-

署後凤山岩畔%有方壤一区%相传
#

猛氏园亭%樵牧童子常於

月夜
E

见花木缤纷%人影惝恍%即而视之%杳无一物)11又传闻

府署大堂正中其墓%以故暖阁後
#

实砌平壁%无门可开%出入皆

由壁後旁门%以示不敢践踏之意云)

*;1

%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

*;.

*;/

*;0

*;1

#万野获编%!卷('! /大侯州0!页)&1)("

沈德符按语言- *今云州与顺宁府俱改流官!且岁岁发兵戍守!其土所出!无一丝入府

库!而岁费饷数万"至今滇人!言之切齿" +&#万野获编%!卷('! /大侯州0!

页)( '

康熙#云南通志%(康熙#顺宁府志%(雍正#顺宁府志%(雍正#云南通志%(乾隆

#顺宁府志%(光绪#续顺宁府志稿%等都转抄了此故事"

雍正#顺宁府志%!卷*! /风俗.轶事0!页)-1)+"

刘聖! #顺宁杂著%!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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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官方记载的灵应故事!很可能是迎合和适应地方社会和百姓心理的

一种行
!

!其背後有统治者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利益诉求"只有将其置於当

地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对当时顺宁府百姓的意义!才

能把改土归流後顺宁府的社会关(政治生活等最重要的基层社会制度的意

义揭示出来"

如上述!康雍乾时期!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已发生质的变化"康雍时

期!民间私立祠祀猛廷瑞!变
!

官方祠祀猛廷瑞!土人私奉不可考的猛氏五

人!到猛公祠眧出现猛氏兄弟四人神像!且地方官府也在署衙设神牌!祭祀

四兄弟"到乾隆年间!顺宁知府改写了神牌!猛土司多神信仰被整合
!

猛廷

瑞一神信仰"同时!地方官府加入了猛氏灵应的故事传
%

!猛土司信仰与地

方社会建立起了密切联!深刻地影响着该信仰的传播"据此!这一时期!

无论是官府在猛公祠眧与城隍同日祭祀猛土司!历任知府在署衙设立神牌祭

祀!还是後来知府改写神牌!将多神信仰变
!

一神信仰!加入土司灵验故事

的创造之中!以此重塑和传播猛土司信仰!进而在地方社会树立了符合国家

礼仪和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地方神明!都是由地方官府主导"这一过程中!地

方社会?不积极参与!反而延续祭祀多位土司的地方传统!且?不像地方官

府那样在乎祭祀的具体是何人!这很可能与云南边地的开发程度和地方社会

的传统惯性有关"反观华南等区域!地方神?&无论外来或土著'的重塑与

演变过程中!地方官府(本地士绅(本地宗族乃至外来移民和商人都扮演了

重要角色"地方社会各阶层
!

获取各自利益诉求!都积极主动参与到确立地

方神?的正统性的过程之中!有时彼此竞
(

!以表达对国家正统礼仪和意识

形态的认同"

*;2

%

四!乡里香火#猛土司信仰在澜沧江流域的泛
'

化

*泛
:

化+一词!较早用於探讨民间信仰问题!应是段建平和雷玉平

/民间信仰的泛
:

化$$$以三萯信仰
!

中心的考察 0一文"该文将民间信仰

*泛
:

化+界定
!

民
:

对神灵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既有民间信仰在空间上的

))+ 王春桥

*;2

关於华南(西南其他省份等地地方神?重塑和演变的研究!参见陈春声关於*双忠公+

信仰和三山国王信仰的研究!郑振满关於莆田平原的研究!唐晓涛关於广西西江中游三

界神的研究!以及谢晓辉关於湘西苗疆白帝天王信仰的研究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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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和时间上的延续!又有其在民
:

心中的积淀"

*;3

%笔者使用 *泛
:

化 +概

念!?不是
#

调猛土司信仰的民间化!

*;4

%而是
#

调猛土司信仰在地方社会变

迁中打破社会阶层和地域限制!向下流入远离地方官府统治中心的偏远山乡

村寨与民夷生活之中!最终成
!

守护村寨和谐安宁和保佑乡民平安(发财兴

旺的乡里香火的过程" *泛
:

化+的特点是民间信仰传播和积淀的广泛性(

适应性和多元性"

清朝官方改造顺宁改土归流的历史
3

述!杜撰皇帝
7

封猛廷瑞!以及记

-

其灵应故事!旨在确定猛土司信仰在澜沧江流域社会中的正当性和正统

性"经康雍乾三朝历任顺宁府知府的主导和改造!猛公祠变
!

了官方庙宇!

猛廷瑞成了官方与城隍同时祭祀之神!获得和积累了在澜沧江流域的政治合

法性资源"此後!未见文献像康雍乾时期那样明确记载顺宁府知府对猛公祠

或猛土司信仰的关注!这可能与顺宁府已融入了王朝体制之中!猛公祠和猛

土司信仰在地方官府中失去了康雍乾时期的政治价值有关"到道光年间!

*;5

%

在官府眼眧!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已成了 *未隶於官!而祈祝报赛!尚亦不

悖乎礼+

*<,

%的俗祀!此种俗祀因*非荒诞不经之淫祀所等论 +!故未被官府

禁止!延续到清末"

咸同年间!顺宁府历经战火!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开始出现泛
:

化!?

且向下流动!逐步成
!

郡邑到乡里各地的信仰"咸丰七年&)/-. '!顺宁府

城被攻陷! *十室九空+!知府
A

人
@

被杀! *天降红雨!著物作血腥!地

亦震动+"

*<-

%顺宁*天雨血!龙泉寺(土主庙(猛府祠三处殿室俱偏!猛府

祠积血犹多+"云州&今云县'人袁谨认
!

是猛土司灵应! *土官泣血
!

民

吊+"

*<.

%期间!猛公祠被焚
M

"战後!顺宁府当地民
:

首倡?重建了猛公

祠"光绪初年!猛公祠被列入顺宁府第一批重建庙宇名单之中!但最先进行

重修的是当地人!此後官府才加入其中"光绪二年&)/.+ '!郡人重修猛公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3

*;4

*;5

*<,

*<-

*<.

段建宏(雷玉平! /民间信仰的泛
:

化$$$以三萯信仰
!

中心的考察0! #西北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页&+1(("

所谓民间化即从官方到民间的过程"因
!

自猛土司信仰被地方官府改造成符合国家正统

礼仪和意识形态时!便已成
!

官方和民间共同祭祀和信仰的地方神?"

道光#云南通志%将猛公祠纳入俗祀中!其对猛公祠的论述转抄自雍正#云南通志%"

道光#云南通志%&清道光十五年刻本'!卷*)! /祠祀志二之一.俗祀一0!页,'"

光绪#续顺宁府志稿%! /凡例0!页("

光绪#云南通志%&清光绪二十年刻本'!卷&,&! /杂志四.?闻0!页-."

袁谨! /雨血行0!载光绪#续顺宁府志稿%!卷((! /诗0!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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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正殿"七年&)//) '!顺宁县知县邓
,

增修"

*</

%同年!顺宁士民重建了城

隍庙侧的猛公祠"三十年&)*', '!顺宁*知县
<

济捐廉培修+!原有的

祭祀仪式仍得以保留"

*<0

%可见!官府和地方人士试图通过不断修复猛公祠来

巩固战後顺宁府的人群关和社会秩序!但当地人比官方更积极主动!逐步

掌握了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的诠释权!试图重建国家礼仪体系"然而!当地

人尚未对猛土司信仰进行实质性改造!清朝便已覆灭"

民国肇建後!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在当地有了新转变"据文献记载!顺

宁境
&

*仅乡民创设猛府祠!私祀+!

*<1

% *或兴!或废!或有人民社祭!今

此风已渐泯矣+!

*<2

%猛公祠*今俱废!改祀凤山制茶所+"

*<3

%猛公祠又如清

初一样!变
!

顺宁县乡民私设庙宇以祭祀猛土司的场所"猛土司信仰仪式亦

具有*巫+的宗教色彩!民国#顺宁县志稿%载-

此方巫者%初以明末土官猛氏被难%改流後昭雪%诏许土人祠

祀%於是顺属土著者%每有供奉猛氏四位太爷
#

神%?绘花案人马

之象)嗣以年湮代远%此风渐替%专归习巫业者祀之%巫更者盖以

舞蹈之歌%赞之词%钲鼓之声%降神以卜%其歌词惜无人访
'

)苟

笔之於书%亦屈子 !楚辞 " !九歌 "之流?也)

*<4

%

据此!民国年间!猛公祠已成
!

乡民建造?私自祭祀的*猛府祠+!猛

公祠被官方废除!但民间仍私祀!猛土司信仰变成了巫业者降神占卜的神秘

仪式"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空间更加明确!以保留在

农村寨社
!

主!其乡里香火特性更加突出"据#凤庆县志%载-

))/ 王春桥

*</

*<0

*<1

*<2

*<3

*<4

*<5

光绪#云南通志%!卷*)! /祠祀志二之一.俗祀上0!页-,"

光绪#续顺宁府志稿%!卷)*! /祠祀志二.俗祀0!页+"

#顺宁县志初稿%&一'!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

7

&南京-凤凰

出版社!&''* '!页-("

#顺宁县志初稿%&一'!页)*)"

#顺宁县志初稿%&一'!页(+,"

#顺宁县志初稿%&二'!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

7

&南京-凤凰

出版社!&''* '!页&,/1&,*"

民国巫者祭祀猛土司仪式过程与赵明生调查到的猛土司神献祭活动仪式大致相同"赵明

生调查的仪式详请参见赵明生(高宏慧! #临沧史话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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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土著民族怀念 #猛 $廷瑞%建立猛府祠私祀%今洛党+马

街+鲁史等处%尚有猛祠遗址)

*=,

%

结合田野调查!现在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分?与文献记载大致相同!主

要集中在凤庆县城周边村寨(洛党(小湾和江北三乡镇&鲁史镇(诗礼乡和

新华乡'"鲁史镇沿河村村民讲-

江北三乡镇有祭祀大猛神的传统)当地老百姓将猛家崇拜
#

神%称
#

大猛神)明清时期%住在凤庆县城的猛家人比较正直%到

处修桥造路%?以猛家来命名%

O

遭到
"

人陷害%於是%猛家人纷

纷向北逃难%逃到了江北地区)许多年後%猛家得到平反)但此时

猛家已经灭
+

%当地人
#

感恩猛家%

#

洗清猛家的罪名%

#

让猛家

更好地
#

老百姓服务%所以把猛家以神位来祭祀%称大猛神)老百

姓有任何愿望和苦难%都会去祭祀大猛神)沿河村几乎每个寨子都

有自己的猛神庙)江北地区最灵验的猛神庙在凤凰村)11祭祀的

过程是,老百姓
#

了祈求平安和获得安宁%带着心愿%一家老小到

猛神庙杀矱宰鱼%祭拜猛神%?心中默念自己的祈求, / 大猛神%

你要保佑我发财%保佑我生子%我实现後会来祭奠你%给你烧香磕

头 0 %烧香烧纸%以祈求猛神的眷顾)

*=-

%

当地人关於猛土司的记忆与地方志中的论述思路相似!只是更口头化和

更生动!更像*故事+"关於猛土司信仰!他们也有自己的逻辑解释-猛土

司有功於当地人民!且能*更好地
!

老百姓服务+!能给当地人带来平安和

财富等!因此*几乎每个寨子都有自己的猛神庙 +"

*=.

%鲁史镇大尖山有猛神

庙!沿河村先平(西园和石灰瞁等村民小组都有猛神庙!先平和西园共建猛

神庙!有房子!原在大路下旁!後村民请巫者占卜!於&')/年农新年搬迁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

*=-

*=.

云南省凤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凤庆县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大事记0!页."

访谈对象-UfH!退伍军人!沿河村原支部书记!.'多岁!访谈地点-沿河村先平小

组!访谈时间-&').年))月+日!访谈人-王春桥"

据笔者田野调查!澜沧江流经凤庆县的流域
&

!猛神庙在当地方言眧又称
!

*木神

庙+!凤庆方言中! *木+与*猛+读音近"猛神庙眧的神牌大都写作*孟+*猛+!

与傣族的勐神无涉"

!

"

#

$



到新址!重新建盖"石灰瞁的猛神庙!

'

有房子!在一石崖下有一块石碑牌

位!刻有- *惩恶助善(大孟神之位(有求必应+"在当地人心中!猛土司

即猛&孟'神!是村寨的守护神"在凤山镇大有村有土庙*猛府地+!当地

人认
!

是猛家庙的主庙!眧面供奉着猛土司五位太爷!庙眧有一副对联-

千秋猛府地气势雄伟%赐福顺宁人堆金积玉)佛祖在上明视人

间亮似灯%古往今来善恶之分明如镜)

*=/

%

此对联清晰表明了当地人供奉猛土司的原因和目的"猛土司是县城郊区

大有(先锋等村寨的守护神"在大有村不远处!靠近县城的五宝山上!亦有

猛家庙!眧面供奉着猛土司四位太爷!与凤庆城隍?列供奉"据庙祝讲!这

眧供奉猛土司四位太爷!是
!

了保佑当地人!能给当地人带来好处"猛五太

爷&猛廷瑞'成了当地害人的鬼!不在供奉之列!原因是*五太爷受冤死!

怨气重!不太能保佑後人!且会给人带来不好的东西!当地人都不太愿意供

奉他+"

*=0

%当地现在还有名
!

*送五郎+的送鬼仪式"

*=1

%

除了村寨的守护神!猛土司也是山乡某些家族的神"凤庆县猛佑镇德思

里村五里冈有杨姓家族!他们在堂屋中间供奉猛神牌位"

*=2

%猛神牌位代替了

*天地国君亲+牌位!成
!

杨姓家族的神"从
<

牌
&

容来看!杨家供奉的神

牌即清代顺宁府供奉的四位猛土司"他们每年农二月初八日和八月十五日

分
*

进行祭祀活动!第一次称*开堂+!第二次称*收堂+!他们祭祀猛神

的时间与清代官府祭祀猛公祠的时间相同"此外!每年杀年
a

或遇到
U

难都

要献祭猛神!以求禳除(得到保佑"

*=3

%调查者赵明生认
!

!猛神 *指的就是

)&' 王春桥

*=/

*=0

*=1

*=2

*=3

调查时间-&'&)年)月/日!调查地点-凤庆县凤山镇大有村小角山头猛府地!调查人-

王春桥"

访谈对象-#gg!女!庙祝!,'多岁)Xgg!女!庙祝!.'多岁!访谈地点-凤庆

五宝山!访谈时间-&'&)年)月.日!访谈人-王春桥"

访谈对象-""!男!庙祝!.,岁(#H#!男!庙祝!.&岁!访谈时间-&'&)年)月/

日!访谈地点-凤庆县麦地山祭白龙!访谈人-王春桥"

该牌位当地人称 *

<

牌 +或 *圣牌 +"关於
<

牌书写
&

容!赵明生曾有详细记载-

*&

<

牌'正文主要书写所献祭的诸位神灵的名称和职能!位列前四位者分
*

是- 3连

斌指路
ff

猛大泰爷!猛大泰泰指旗小哥)招财童子猛二泰爷!猛二泰泰官斌老将!顺

手遮郎猛三泰爷!猛三泰泰官斌小哥)飞囗童子猛四泰爷!猛四泰泰南迫家事 4+"

&详请参见赵明生(高宏慧! #临沧史话%!页-(1-, '

赵明生(高宏慧! #临沧史话%!页-(1-,"

!

"

#

$



猛大泰爷(猛二泰爷(猛三泰爷和猛四泰爷这四个人" +

*=4

%

猛公祠和猛土司信仰的泛
:

化!除了在乡里村民自行建造猛神庙和猛土

司成
!

村寨守护神和家族神外!还体现在猛家遗?和猛家传
%

在顺宁各乡里

广泛出现"咸同年间!云州人副贡易门教谕刘有培以猛家桥*=5

%

!

题!睹物怀

古!写了一首借猛家遗?悼念猛廷瑞的诗-

猛家遗?水流东%江上行人忆猛公)万古独存臣子节%一门都

尽弟兄忠)英灵气作山河壮%姓字香留天地空)我过翧阳寻故事%

至今祠祀满乡中)

*>?@

%

此时!猛家桥被当作猛家遗?!成
!

当地人怀念猛土司的寄皏"在当地

人眼眧!猛土司兄弟尽忠朝廷!有*臣子节+!他们的*英灵+气壮山河!

*至今祠祀满乡中+!猛公祠和祭祀猛土司已遍满乡里"

需注意!清代方志中已明确指出!猛家桥*明末知府曹巽之建+!

*>?A

%未

提及其
!

猛土司建造!与此诗不符"民国以後!各种方志和乡土志中已明确

记载猛家桥因猛土司修建而得名-

猛家桥%在距城二百四十里犀牛镇黑河%

#

前土司猛氏所建%

故名)

*>?B

%

猛家桥明时猛氏建%故名)

*>?C

%

猛家桥位於黑河上)明代猛氏建%故名)

*>?D

%

猛家桥%位於挖断山麓西侧的黑河上 # 山头
#

猛氏土城所在

地 $ %

#

明代猛氏所建%故得此名)

*>?E

%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4

*=5

*>?@

*>?A

*>?B

*>?C

*>?D

*>?E

赵明生(高宏慧! #临沧史话%!页--"

猛家桥!澜沧江以东!顺宁府北)+'里!靠近蒙化府!在顺宁府通蒙化大道上"

刘有培! /过猛家桥吊猛中宪大夫 0!载光绪 #续顺宁府志稿 %!卷((! /诗 0!页

(/"

雍正#顺宁府志%!卷,! /建设.津梁0!页&-"

#顺宁县志初稿%&一'!页+(/"

#凤庆县志%! /桥睴0!页&&)"

鲁史镇人民政府(凤庆县史志办公室编! #鲁史镇志% &&'') '!卷,!页*("

新华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凤庆县史志办公室编! #新华彝族苗族乡志%&&''( '!页

)'+"

!

"

#

$



梳理清代以来文献发现!猛家桥
!

官方所建无疑!但随着当地人获得猛公

祠和猛土司信仰的解释权!猛家桥被当地人逐渐附会
!

猛土司建造!作
!

猛氏

*德被一方!功在万姓+以致民人*崇德报功!馨香庙祀+

*>?F

%的依据"至於当

地人何时开始附会不得而知!至迟咸同年间已有此
%

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此外!猛家遗?广泛分?在顺宁境
&

!如民国时期猛土司的*冬棕轿杆

一棵!保存於厚丰村&今洛党镇'後灵山猛府祠中!留
!

猛氏纪念 +!

*>?G

%现

存*猛家遗址+达)'多处!但在山乡村寨最广
!

流传且被写进乡土文献中的

是猛氏石城-

猛氏石城%在新华彝族苗族乡新华行政村牛肩山中部%当地人

称猛家地址)猛氏石城
#

蒲蛮猛氏部落所筑城堡遗址%距今,''多

年前以石筑成%故名石城)明万二十六年 # )-*/ $改土归流後即

废)

*>?H

%

猛氏石城位於凤庆县!新华彝族苗族乡是该县最偏远的乡镇!与大理巍

山相接!明清时期远离顺宁土知府统治中心!也是清朝顺宁府统治的边缘地

带"在当地人的记忆眧!猛氏石城与猛土司改流相始终!在山乡出现了相应

的神话传
%

"

*>?I

%虽然当地关於猛氏石城和猛土司灭亡的民间传
%

!掺杂着多

)&& 王春桥

*>?F

*>?G

*>?H

*>?I

光绪#续顺宁府志稿%!卷)*! /祠祀志二.俗祀0!页-"

#顺宁县志初稿%&二'!页,('"

凤庆县人民政府编! #云南省凤庆县地名志 %&)*** '!页,'+" #新华彝族苗族乡

志%( #凤庆文史资料选辑%等也有相似记载" #新华彝族苗族乡志 %认
!

猛氏石城

*位於新华乡人民政府驻地偏西南方向的马鞍山系!六玛山东侧的第一峰" +&#新华

彝族苗族乡志%!页&/& '

凤庆当地人将猛土司灭亡与猛氏石城相联!主要有两种传
%

-第一种认
!

猛氏势力
#

大!武艺高
#

!会*法术+!能点纸人纸马
!

真人真马!其他部落打不过猛氏"住在猛

氏周围的是字姓部落!势力也很大!与猛氏对峙!常兵戎相见!但都败给猛氏"後来双

方因*龙马+而再次发生突!但还是打不过猛氏"後来!字姓部落得知猛氏
#

大是因

!

其山
"

好!於是通过活埋下一对童男童女的办法!将猛氏的山
"

挖断!猛氏就灭亡了

&杨所能! /猛氏石城遗址0!载#凤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辑! 8)**) 9!页+( ')

另一种
%

法!

3

事
&

容大致相同!但认
!

灭猛土司的是朝廷而不是当地部落- *有地方

官员上奏朝廷!

%

猛家心怀叵测!预谋谋反朝廷!当诛杀九族"然而!猛氏石城易守难

攻!地方武装多次灭猛均遭失败+!於是*地方官员请来地理先生研究对策+!挖断猛

氏山
"

!最终将猛土司灭了" &杨茂芳! /挖断山与勐氏石城 0!载 #丝绸之路 %!

&''/年!第/期!页(-1(. '

!

"

#

$



种神话因素和风水观念以及国家因素!这些民间传
%

看似矛盾!但将其置於

猛土司信仰泛
:

化的背景下!猛氏石城及其传
%

出现在新华等偏远山乡是合

情合理的!这是当地人对猛土司信仰合理化的主动性改造和解释"

五!结语

同一历史事件的多种
3

事!成
!

改土归流後土司*神话化+及其信仰出

现的助力!是地方社会对王朝国家经略的一种反动和自我表达!体现了土司

制度更迭的性质和某种後果"猛廷瑞史事在明清文献中有两种历史
3

事"一

种以#明实
-

%和#滇史%等
!

代表)一种以#万野获编%和#明史%

!

代表"这背後是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历史的看法"到清

康熙年间!官方引入了地方性
3

事!建构了消解官府和地方社群矛盾的故事

和
3

事!在外来权力进入和社会重组中!最终实现了书写架构(格式和
&

容

的统一"

清朝在改土归流後的云南边地!除设置行政(军事机构外!最早建立的

是庙宇!塑造符合国家*正统+的信仰体系!重建地方秩序!以维持其正统

性和话语权"顺宁改土归流历史
3

事的统一与清朝在顺宁建立官祀神明同

步!与重建澜沧江流域社会秩序密切相关" *三藩之乱+前後!位於澜沧江

流域的顺宁府地方社会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猛廷瑞
3

事和信仰也发生

了一系列变化"历任顺宁府知府?取一系列文化政策!开始扶持和重塑符合

国家正统礼仪和意识形态!且在当地有影响的地方神明!迎合和利用当地的

历史
3

事与民
:

私奉猛土司的传统!通过编纂地方志等文献!主动移植(挪

用(杜撰相关历史
3

事!在地方社会形成了一套合理化书写(解释系统"这

套系统将猛土司描述
!

*才勇素著!惠泽在人+的圣贤形象!使其成
!

政治

正确的符号!民间私立的猛公祠於是升成与城隍庙(东岳庙等?存的*官方

庙宇+"将明末叛乱土司提升
!

官祀地方神明!与城隍同受官府祭祀!使地

方社会在民间信仰仪式中不断感受*国家+在边地社会和民
:

日常生活中的

权威!清朝在云南边地的合法性与正统性由此确立"

然而!猛土司信仰
'

有依皏国家祀典扩散!其信仰空间仍停留在顺宁土

府境
&

!且出现了向下流动的泛
:

化特点!猛公祠变
!

了村庙!猛土司成了

乡里香火"道光以後!猛土司信仰由知府主持的官祀变
!

了县域
&

的俗祀"

道光之後有中央政治权威在地方社会削弱之嫌"当地方社会危机出现!土司

灵验之神会再次提及!猛土司信仰的价值会再次凸显!猛家遗?和猛土司神

/乡里香火 0与边疆社会 )&(

!

"

#

$



话传
%

在顺宁城郭和偏远山乡广泛出现!该信仰逐步进入乡里社会民
:

的日

常生活中"随着时间推移!猛土司现在成了城郭和各乡镇村寨祈求平安(财

运的寨神或家族神等!完成了乡里香火的转变!其
&

涵被地方社会改变!在

当地形成了普遍的社会规范"

概言之!清代以来!西南边疆社会传统与国家*文化大一统+之间的关

有了新变化"这种变化在改土归流後的云南边地社会体现得更清晰"在云

南边地!清朝主动以与当地社会契合的方式!吸收(创造和重塑了勾连国家

与地方之间的前朝改流被杀本地土司形象!使其成
!

符合正统的地方神明!

逐步将国家意识形态和礼仪体系渗透到云南边地社会中!其目的是重建边地

社会秩序!确立边地社会正朔!凝聚边地社会人心!巩固边地社会统治等"

与此同时!云南边地社会基於地方性情绪和历史诠释的诉求!亦通过乡土

志(传
%

(庙宇和仪式等方式将历史记忆保留在乡里香火中!成
!

民
:

信仰

的寄皏!一直存续至今"需注意!云南边地社会的主导者是地方官府!地方

社会表现
.

不积极!与华南(西南其他区域是地方官府(当地士绅(外来商

人和本地宗族等积极主导或参与不同"随着地方社会变迁!地方官府不再需

要以这种文化政策在澜沧江流域所获得和积累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时!猛土司

信仰便在官府治理边地社会的策略中失去了地位"恰在地方官府不再关注

时!云南边地社会才掌握了主动权!才有了更多的解释和改造机会!猛土司

信仰由官祀变
!

了俗祀(巫祀!最终打破了社会阶层和地域限制!流入偏远

的山乡社会!成了守护村寨和保佑乡民的 *乡里香火+!这背後隐藏着一套

国家政治框架和国家礼仪系统在云南边地山乡社会演变的机制"

&责任编辑-程锦荷)实习编辑-刘雅君'

)&, 王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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