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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的脉象

———清代土司病症探讨∗

李士祥

摘　 要：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和 《明清档案》 中， 涉及土

司承袭的档案大多记载了土司所患的病症。 土司所患疾病多且杂， 但以寒

疾、 痰症、 瘫症、 吐血症、 痨病、 目疾六类病症居多， 属于土司高发病

症。 其病因与地理环境极为密切， 所患病症地区性较强。 疾病影响土司寿

命， 过早病逝， 会涉及家庭、 家族兴衰。 档案中较为详细的病症记载， 与

《清实录》 形成鲜明对比。 土司患病乞休， 是其家族自保的策略， 是与清

政府改土归流政策的博弈。 土司病症的探讨， 是土司疾病医疗史研究的一

个探索， 同时对土司家族史、 土司承袭制度的研究均有裨益。
关键词： 清代土司　 承袭　 病症

探讨土司承袭， 可以从制度层面宏观勾勒出土司袭替及中央王朝施政

演变轨迹。 清代土司承袭原因诸多， 《清实录》 中多有记载， 如土司病

（身） 故、 患病休致、 因病告替、 被革职等。① 其中土司病 （身） 故是最

常见原因， 其次为患病休致、 因病告替。 《清实录》 载有 ８５８ 例土司承袭

事例， 而明确记载因病故、 患病休致、 因病告替情况有 ７４ 例， 占总数的

８ ６％ ②， 实际上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 至于病症之具体名称， 《清实录》
中并未详细记载， 而多以 “病故” “患病” 来表示， 少数情况写有 “老
病”。 清代涉及土司承袭的档案中， 对土司所患病症记载较为详细， 正好

８７

∗
①

②

本文为贵州省教育厅 ２０１５ 年社科重点课题 （课题号 ２０１５ＺＤ０３） 阶段性成果。
有关 《清实录》 中土司承袭事例研究， 参见陈季君 《 〈清实录〉 所载土司承袭事例初

析》， 《清史论丛》 第 ３０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１８ 页。
康熙朝 ５ 例， 雍正朝 １０ 例， 乾隆朝 ３７ 例， 嘉庆朝 １７ 例， 道光朝 ５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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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 《清实录》 之缺失。 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承袭制度的第一手资

料。① 解读档案中所载病症， 对土司患病原因进行探讨， 也是对土司疾病

医疗史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②

一　 土司病症类型

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的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③ 和

“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的 《明清档案》④ 为史料基础， 共辑录出

标有明确病症名称的土司档案 １２０ 份， 剔除重复档案， 共 １０５ 例。 分析这

些土司档案， 目前看到土司所患病症分为以下几类， 列表如下。

表 １　 土司病症一览

序号 时间 土司名称 病症 地区 备注

１
康熙五十三年

九月二十四日
土百户端柱 痰火 四川雅州府 病故

２
康熙五十八年

四月二十六日
土百户唵中 痰病 四川中渣坝 身故

９７

土司的脉象

①

②

③

④

有关清代土司档案在土司制度研究中的作用， 参看李世愉 《研究土司制度应重视对清代

档案资料的利用》， 《青海民族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１９ ～ １２５ 页。
目前学界对疾病医疗史研究较多， 例如： 梁其姿对明清天花疾病研究 （ 《国史释论———陶

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 台北， 食货出版社， １９８７， 第 ２３９ ～ ２５３ 页）， 对麻风病研究

（ 《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７０ 本第 ２ 分，
１９９９）； 余新忠对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研究 （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清代国家

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１ 年第 ６ 期）， 对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之述评

（ 《中国疾病、 医疗史探索的过去、 现实与可能》，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曹树基

对过明末华北鼠疫大流行研究 （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 （１５８０—１６４４ 年）》， 《历史

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 杜家骥以清宫医案为史料， 对清代天花防治研究 （ 《从清宫医案

看天花的防治———种痘与治痘》，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 ８ 卷， ２００７）； 佳宏伟以吏科题

本为基础， 对雍正朝官员患病类型及其死亡率量化分析研究 ［ 《雍正朝官员患病类型及其

死亡率———基于吏科题本的量化分析》，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等。 但学界对土司疾病医疗史关注较少， 仅有学者对明代土司年寿状况及其死亡原

因进行研究， 参看瞿州莲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永顺土司寿命短的原因探究》， 《中央民

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１９ ～ １２８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影

印本。
“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 张伟仁主编 《明清档案》，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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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间 土司名称 病症 地区 备注

３ 雍正四年十月十六日 土百户骆奇 痢病
四川永宁道

明州乐
病故

４ 雍正七年六月十三日 土百户登朱 胃气疼病 四川雅州府 病故

５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日 土百户出丁交 寒病 四川打箭炉 病故

６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土司朋族温吉 痘症 四川茂州 身故。 无嗣

７ 雍正九年三月十日 宣慰司马光裕 咳嗽病症 四川夔州府
身故。 嫡妻陈氏

二十岁， 子一岁

８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日 土百户马溶 呕吐血症 四川雅州府 身故

９
雍正十一年

六月二十五日
长官司王久大 目疾 四川永宁道

年六十五，
呈请袭替

１０ 乾隆二年二月七日 土千户丹坝扎什 寒病 四川松茂道 病故

１１ 乾隆二年十月十日 土百户加盖
老病心气

疼痛
四川雅州府 身故

１２ 乾隆五年八月七日
土百户夺呀

崩错喇碟
心气疼病 四川雅州府 病故

１３ 乾隆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土百户骚大交 中满病 四川雅州府 身故

１４ 乾隆七年九月十二日 土千户朗加出 寒病 四川龙安府 病故

１５ 乾隆八年正月四日 土百户沙加三朱 瘟病 四川雅州府 身故

１６ 乾隆八年二月九日 土百户六枯 伤寒病 四川雅州府 身故

１７ 乾隆八年四月九日 土千户郞柯 寒疾 四川龙安府 病故

１８ 乾隆八年五月十六日
土百户雍

中多儿济
风瘫病 四川雅州府 身故

１９ 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土百户刁安氏 痨病 四川宁远府 身故

２０ 乾隆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土通判王懋恩 胃疾 四川龙安府 身故

２１ 乾隆十二年十月二日 土目辖六 寒病 四川羊峝
身故。 嫡子亦寒病

身故， 嫡长孙袭职

２２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六日 土目由仲笑 寒疾 四川羊峝
病故。 长子亦寒病

病故， 无长孙

２３ 乾隆十三年六月三日 土千户王国乡 寒病 四川松林 身故

２４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土目六笑他 寒疾 四川上羊峝
病故。 长子染病身

故， 嫡长孙袭职

２５ 乾隆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土舍小朗素 痘症 四川金川 身故

２６ 乾隆十六年七月八日 土千户安布笑 风疾 四川麦杂蛇湾 病故

０８

清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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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间 土司名称 病症 地区 备注

２７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土百户乌金七立 痨病 四川雅州府 病故

２８ 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土百户汪定邦 双目失明 四川建昌道
年逾六十，
请子袭替

２９
乾隆三十七年

正月二十八日
土千户岭竣鼎 寒病 四川暖带密 病故。 无嗣

３０
乾隆三十八年

八月二十一日
宣抚司岭峻德 伤寒病 四川宁远府 无嗣

３１ 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土百户查

什盆错克
寒病 四川雅州府 病故

３２
乾隆四十七年

十二月十八日
土千户马权源 吐血病症 四川雅州府 病故

３３
乾隆四十八年

六月二十八日
土百户噶独亚克 痨疾 四川松潘厅 病故

３４
乾隆五十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土百户穀扒呷 寒病 四川建昌道 病故

３５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日 长官司思德 心气疼痛 四川建昌道 病故

３６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土百户罗藏汪结 寒疾 四川八乌龙 病故

３７ 嘉庆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土千户王千布 寒疾 四川丢骨寨 病故

３８ 嘉庆九年十一月二日
女土千户

阿布木萨
寒病 四川中阿坝 病故。 无嗣

３９ 嘉庆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土百户力长 寒症 四川冕宁县 身故

４０ 嘉庆十年六月八日 土通判王玑 寒病 四川龙安府 身故

４１ 嘉庆十年十一月七日 土百户伍俸 痢症 四川明州乐 身故。 无嗣

４２ 道光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土千户八鸣瑞 暑症 四川建昌道 病故。 无子

４３ 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八日 土巡检何一清 喉症 云南大理府 身故

４４
康熙五十九年

二月二十七日
土县承杨国泰

湿气流

痰之症
云南大理府 病故。 子夭亡

４５ 康熙六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土州同子玠 痘症 云南永北府 身故

４６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土巡检陶舜举 心腹疼痛 云南景东府 病故

４７ 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五日 土巡检杨可乔 痰火 云南镇南州 身故

４８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日 土州判陈恩典 痰火之症 云南楚雄府
病故。 子疾聋年衰，

孙袭

４９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土知府景先哲 肿疾 云南永昌府
病故。 长子病故，

无嗣

１８

土司的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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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间 土司名称 病症 地区 备注

５０ 雍正五年正月三十日 土巡检字世昊 泄泻之疾 云南云龙州 身故。 长子病故

５１ 雍正六年三月十三日 土巡检李廷杰 风疾 云南云南府 身故

５２ 雍正七年三月十五日 土巡检龙在田 风痰吐血 云南临安府 病故

５３ 雍正七年五月九日 土巡检李秀南 时症 云南云南府
身故。 长子疾废

无嗣， 次子病故

５４ 雍正八年五月十五日 土知州高熙勋 疮症 云南北胜州 身故。 长子病故

５５ 雍正九年四月十二日 土知县陶大鉴 噎食之疾 云南景东府 病故

５６ 雍正九年九月三十日 土巡检尹承祚 疯痰之症 云南大理府
病故。 长子、 次子

俱病故， 无嗣

５７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五日 土巡检杨士龙 痢疾 云南广通县
病故。 无子。 次弟

故， 三弟病废

５８ 乾隆二年二月二十日 土县丞海藏珍
虚弱痨症、
不时昏沉

云南平彝县 情愿告替

５９ 乾隆五年正月十九日 土州同高宗亮 霍乱之症 云南姚州
病故。 乏嗣，

无弟兄

６０ 乾隆八年八月九日 土知府左麟哥 脾泻之疾 云南蒙化府 身故

６１ 乾隆九年五月二十日 土州同段恒黻 劳疾 云南镇南州 病故。 独子夭亡

６２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日 土经历周霖 烧热癍症 云南开化府
病故。 无嗣、
嫡亲兄弟

６３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土主簿张文裕 痨病 云南云南县 病故， 乏嗣

６４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 土经历周天成
痰火旧疾，
坠马伤足

云南开化府 休致

６５
乾隆二十九年

十月二十三日
土州同段恒章 噎食病症 云南镇南州 病故

６６
乾隆三十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
副长官司孙荣 风痰 云南临安府

身故。 嫡母

龙氏抚孤

６７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土经历周震 疮毒 云南开化府 身故

６８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土州同子宗麟 淋症
云南永北

直隶厅
休致告替

６９ 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土司多朝珍
头风病症、
动辄昏迷

云南腾越州 告退。 无嗣

７０
乾隆四十五年

三月二十一日
宣慰司刀维屏 腹泻病症 云南云南府 病故

２８

清史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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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间 土司名称 病症 地区 备注

７１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土州判王雨民 痰症 云南新兴州
情愿告替。 子年仅

七岁， 胞叔抚幼

７２
乾隆五十五年

四月二十五日
土州同高配忝 风痰病症 云南楚雄府 病故

７３ 嘉庆元年二月四日 宣慰司刀士宛 疟疾 云南车里 身故

７４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土知州李□ 风瘫病症 广西太平府 乞休

７５ 雍正三年七月十五日 土知州李演鼎 痰火之症 广西太平府 呈请休致

７６ 雍正四年三月七日 土巡检徐士贤 聋聩 广西思恩府 呈请休致

７７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土知府黄晟
陡患吐血

病症
广西太平府 详请休致

７８ 雍正四年五月一日 土知县黄爵泰
吐血噎食

病症
广西思恩府 详请休致

７９ 雍正四年十二月八日 土知州李天锦 瘫症 广西太平府
详请休致

第五嫡子袭

８０ 雍正五年六月二日 土知州黄绍宗 瘫痪 广西南宁府 休致

８１ 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土知州黄道远 痰症 广西镇安府 病故

８２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土知州许嗣麒 痔病 广西太平府 病故

８３ 乾隆十年三月三日 长官司韦廷壁 手足风瘫 广西永定 年六旬， 转请休致

８４ 乾隆十一年七月六日 土官闭有光 伤寒发癍病 广西太平府 病故。 庶长子夭亡

８５
乾隆二十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土州判岑洁

心胸账膈

病症
广西思恩府 告休

８６
乾隆二十六年

一月二十五日
土知州黄观琏

吐血病症、
手足瘫软

广西太平府

思州
休致

８７ 乾隆三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土巡检覃廷玺 痘症 广西思恩府 病故

８８ 嘉庆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土知州张晃穆 痰症 广西太平府 详请休致

８９ 雍正二年四月十日 长官司杨于廷
痰症，
不能起

贵州独山州 袭替

９０ 雍正四年十二月六日 长官司石飞熊 耳聋目聩 贵州黎平府 告休

９１ 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土同知蒙琰 风寒呕血症 贵州独山州 详请袭替

９２ 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土同知蒙琰
风寒呕血

之症
贵州都匀府 替袭

９３ 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正土官田弘鼎 风瘫之症 贵州思南府 袭替

９４ 雍正十三年正月十四日 土官程玉 伤寒 贵州定番州 病故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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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间 土司名称 病症 地区 备注

９５ 乾隆五年九月二日 副土官杨应昌 虚弱痨症 贵州黎平府 身故

９６ 乾隆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土官张克承
身受风湿，
染患瘫疾

贵州独山州 转请休致

９７ 乾隆七年八月三十日 长官司黄卷 耳聋目昏 贵州定番州 告休， 现年七十岁

９８ 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四日 土官礼缙周 疯病 贵州安顺府 革职

９９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土官宋暹 痈毒、 痈疽 贵州大谷龙 身故。 无嗣

１００
乾隆三十五年

七月二十一日
土官宋启祚 疯病 贵州贵阳府 痊愈

１０１ 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副土官刘瑄 痨病 贵州贵阳府
身故。 嫡母刘闵氏

暂行抚孤

１０２ 嘉庆十年十二月四日 副长官司杨秀荣 目疾 贵州黎平府
呈请辞退。 无嗣，

弟袭职

１０３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土指挥佥事

杨汝松
腿疾 甘肃洮州 情愿告替

１０４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六日
土指挥同知

鲁华祝

精力衰弱，
腿疾

甘肃平番县
五十七岁，
例应袭替

１０５
乾隆五十一年

五月二十七日
土千户车冲力 疯症 甘肃庄浪厅 病故

　 　 资料来源： （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影印本； （２） “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 张伟仁主编 《明清档案》， 台北， 联经出

版事业公司， １９８６； （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上谕档》， 档案出版社， １９９１。

表 １ 中看出， 土司患病种类既多又杂， 目前统计到的病症多达 ２８ 类，
但以寒疾 ２１ 例、 痰症 １５ 例、 吐血症 ８ 例、 瘫症 ８ 例、 痨病 ７ 例、 目疾 ６
例， 六类病症居多， 属高发病症。 分布区域以四川、 云南、 广西、 贵州等

西南诸省为主， 个别为青海地区。
土司所患疾病时常以一种为主， 但有时也会伴有两种病症并发。 如

“吐血、 噎食病症”① “风寒、 呕血之症”② “陡染伤寒、 发癍病”③ 等。 土

司父子患同种疾病也有出现， 如表 １ 中土目由仲笑患寒疾病故， 长子亦寒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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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 ２７ 册， 第 ４８７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 ７２ 册， 第 ３２５ 页。
“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 张伟仁主编 《明清档案》 第 １４６ 册， 第 Ｂ８２０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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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病故， 无长孙袭替。① 土司所患疾病地区性较强， 如前面所叙六类高发

病症， 地区分布如下表：

表 ２　 土司高发病症地区分布

病症 寒症 痰症 瘫症 吐血症 痨病 目疾

地区 四
川

贵
州

广
西

云
南

广
西

四
川

贵
州

广
西

贵
州

四
川

广
西

四
川

贵
州

四
川

云
南

贵
州

贵
州

四
川

广
西

份数 １８ ２ １ ９ ３ ２ １ ４ ３ １ ４ ２ ２ ３ ２ ２ ３ ２ １

说明： （１） 有些土司患复合病症， 统计时分别计算。 （２） 古今行政区域有所变动的， 以土司

病故时的行政区域为准。

表 ２ 虽不能全部代表清代土司高发疾病地区分布情况， 但也基本上反

映出分布趋势。 如寒症， 四川多达 １８ 例， 多分布于四川松潘、 雅州、 龙安

等地区。 土目由仲笑、 土目六笑他、 土目辖六②， 三土目都是四川同一地

区患同一病症———寒症病故， 且长子亦患寒病身故。 而广西、 贵州患寒病

较少， 云南目前没有看到， 应该与当地气候环境有关。

二　 土司病症分析

上述土司多分布在四川、 云南、 广西、 贵州等西南诸省， 个别为青海

地区。 西南诸省是清代土司较多地区， 因此档案中出现较多。 关注本区域

土司疾病情况， 对探讨土司承袭制度亦有帮助。 表 １ 中列举的寒疾、 痰症、
瘫症、 吐血症、 痨病、 目疾六类土司高发病症， 具有地缘分布性。 这是从

宏观层面上的探讨， 是对土司一个全面把脉。 微观上， 土司患病对土司家

庭、 家族有何影响？ 这亦为本文关注的一个问题。
除了六类土司高发病症， 剩下的诸多疾病， 如泄泻、 噎食、 疮症、 喉

症等都是我国传统中医病症名称。 为分析方便， 特以西医分类为准， 分为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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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 张伟仁主编 《明清档案》 第 １７１ 册， 第 Ｂ９５４３１ 页。
土目含义之一为土司的一个等级， 属无职衔、 无品级的最末一等。 嘉庆 《大清会典》 卷

３７ 载： “土司支庶分地管理者， 准将等给与职衔……至无等可降， 则为土舍、 土目。” 土

目与土司关系， 参看李世愉先生的 《清代土司制度论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１７２ ～ １８７ 页） 中的 “土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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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 呼吸道、 神经性、 心血管、 传染性等疾病。①

（一） 消化道疾病

泄泻之疾， 传统医书多有记载， 《古今医鉴·泄泻》 曰： “夫泄泻者，

注下之症也。”② 《御纂医宗金鉴》 载 “其出入皆由气化， 入气不化， 则水

归大肠， 而为泄泻”③。 《金匮要略》 中分虚寒、 实热积滞和湿阻气滞三型，

并且提出具体的证治。④ 由风、 寒、 热、 湿等外因引起； 饮食、 起居、 情

志失宜， 亦可引发。 表 １ 序号 ５０， 云南云龙州箭杆场土巡检字世昊染泄泻

之疾身故， 可能为外因热、 湿， 也可能为 “情志失宜” 导致， 失子之痛，

过度悲伤。 无论何种原因， 其病情对其家族土司职位的世袭产生很大的

影响。

“查应袭字生文系该土官字世昊长子字昉义所生长男， 字世昊之长孙。

前字昉义病故时， 曾将字生文取具各结， 详报立案， 今应接袭祖职。”⑤ 字

世昊长子字昉义早逝， 应袭字生文为长孙。 实际上， 不仅字昉义早逝， 其

子字生文也早逝， 寿命只有 ２８ 岁。⑥ 从下文史料记载来看， 其后人寿命都

不是太高。

（雍正八年） 土巡检字生文尚未娶妻生子， 有字生民实系生文胞

弟， 现年二十一岁， 例应承袭兄职。⑦

（乾隆三十年） 以故云南箭杆场土巡检字生民子印袭职。⑧

６８

清史论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传统中医对疾病表述与西医有时相差较大， 病症相同未必是同类型疾病。 本文分类依据

为林昭庚主编的 《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２）。
（明） 龚信撰， 龚廷贤续编 《古今医鉴·泄泻》 卷 ５，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１２１２ 页。
（清） 吴谦等编 《御簒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膀胱经文》 （武英殿版排印本） 卷 ８２，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６３， 第 ９８７ 页。
（东汉） 张仲景： 《金匮要略·呕吐秽下利病脉证治》，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５６７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 ３８ 册， 第 ６０ 页。
雍正五年， 字生文承袭时 ２５ 岁， 三年后即雍正八年身故， 尚未娶妻生子， 弟字生民承

袭。 参看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 ４２ 册第 １６６ 页和第 ６３ 册第 ２６２ 页两份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 ６３ 册， 第 ２６２ 页。
《清高宗实录》 卷 ７３１，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辛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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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六年） 以故云南云龙州箭杆场土巡检字恩宠弟恩隆

袭职。①

（道光十五年） 以故云南云龙州属箭杆场土巡检字恩隆子经朝

袭职。②

字生民雍正八年 ２１ 岁， 乾隆三十年故去， 寿命 ５６ 岁。 从乾隆三十年

到乾隆五十六年的 ２６ 年间， 至少经历了字印、 字恩宠两位土司， 可推算故

去时寿命都不会太高。 字氏土司寿命不高， 其原因很可能与当地水土环境

有关。 云龙州盛产铜， 《滇南矿厂图略》 载白羊厂 “在云龙西北二百七十

里……乾隆三十五年开， 四十三年， 定额铜十万八千斤， 闰加九千斤”；
大功厂 “在云龙大功山右……乾隆三十八年开， 四十三年定额铜四十万

斤， 闰加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斤”③。 字世昊染泄泻之疾病故， 也有可能为

饮水饮食造成慢性铜中毒。 其后子孙寿短， 或亦同之。④

（二） 呼吸道疾病

流痰、 痰火之痰， 仅仅理解为 “肺泡、 支气管和气管分泌出来的黏

液”⑤， 过于狭隘。 流痰， 俗称 “骨痨”， 指骨或关节肿痛、 溃流溃水之顽

症， 多因脾虚湿痰凝滞， 或病后余毒， 稽留肌肉之内， 或愈后寒气袭于经

络之中， 或因跌仆损伤， 气血不和而诱发， 今之骨与关节结核似为是病。⑥

《外证医案汇编》 载： “流痰者……痰凝于肌肉、 筋骨、 骨空之处， 无形可

征， 有血肉可以成脓， 即为流疾。”⑦ 现代医学称骨痨为骨及关节结核病，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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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高宗实录》 卷 １３８１，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庚申。
《清宣宗实录》 卷 ２７５，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壬戌。
（清） 吴其浚： 《滇南矿厂图略·大理府属》 卷下， 清抄本， 云南省图书馆藏。
铜慢性中毒， 消化系统可出现食欲不振、 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黄疸等表现。 〔美〕 Ｌｅｅ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Ｄｅｎｎｉｓ Ａｕｓｉｅｌｌｏ 主编 《西氏内科学》 上册， 王贤才总主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９， 第 １４７ 页。
罗竹风主编 《汉语大词典》 第 ８ 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１９８６， 第 ３３４ 页。
韩成仁、 黄启金、 王德全主编 《中医病症名大辞典》， 中医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３７３
页。
（清） 余听鸿编辑 《外证医案汇编·流痰》 卷 ３，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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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疾病。① 此病症之前， 患者可能先感染肺结核疾病，
后转为骨及关节结核病。 肺结核病称为 “肺痨”， 同样是由结核杆菌引起。
无论骨痨还是肺痨， 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传统医书上多有 “死后复传之旁

人， 乃至灭门”② “死后复易旁人， 乃至灭门”③ “不解疗者， 乃至灭门”④

等记录， 高度传染， 危害极大。 大理府云南县土县丞杨国泰染湿气流痰之

症病故， 为患骨痨而亡。 其本人及家庭成员早先感染肺结核病， 杨国泰出

生不久的儿子死去， 很有可能说明这一点。

国泰病故无嗣， 有正妻于氏遗腹， 于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初七日所生

一子， 起名杨继先， 报明云南县， 正在查取各结转报应袭。 继先于六十

年六月十五日夭亡， 土县丞世职应该国泰胞弟杨国臣接袭。 国臣现年一

十六岁， 素为彝众悦服， 族内并无争职之人， 例应承袭兄职。⑤

杨继先为杨国泰遗腹子， 周岁不足死去， 档案中虽没有讲明死亡原

因， 但极有可能感染肺结核病。 “结核杆菌……有些扩散可致粟粒性结核

或脑膜结核， 这两者可能是最常见的结核病和主要的致死原因， 尤其在婴

儿和儿童” “在诸多因素中， 年龄是决定是否发病的一重要因素。 婴儿感

染结核杆菌后迅速发病， 而且发展为全身性结核病包括脑膜炎和粟性结核

的危险性很大”。⑥ 明代医书中有云南地区流痰的治疗方案， 侧面说明流痰

病疾， 明代时在此就被医家所关注。⑦

杨继先生母为正妻， 夭亡前， “报明云南县， 正在查取各结转报应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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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林绍庚主编 《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 第一卷， 第 ９５ 页。 结核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 在

人体抵抗力低落的情况下因感染结核杆菌而发病。 结核病是全身性疾病， 各个器官都可

以得病， 而以肺结核为最多。 参看该书第 ６７ 页。
（东晋） 葛洪： 《肘后备急方·沾尸注鬼注方》 卷 １，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８２， 第 １８ 页。
（隋） 巢元方撰， 南京中医学院校释 《诸病源候论校释》 卷 ２３ 上册，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８２， 第 ６８３ 页。
（唐） 王焘： 《外台秘要·传尸方》 卷 １３，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５５， 第 ２３６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 ９ 册， 第 ５４０ 页。
林绍庚主编 《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 第一卷， 第 ７０ 页。
羊肚参， 味苦、 辛， 性微温， 无毒。 性走足厥阴， 养血， 补肝， 强筋骨， 舒经活络。 治

手足痿软、 半身不遂、 流痰、 血痹等症。 （明） 兰茂著， 于乃义、 于兰馥整理 《滇南本

草》 卷 ３， 云南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７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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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按土司袭例， “父殁子承， 有嫡立嫡， 无嫡立庶， 立庶论长”①， 可以

肯定杨继先应为嫡长子。 据杨国臣 “现年一十六岁”， 可推算杨国泰病故

时也就二十多岁。 结合其他材料， 可看出杨国臣没有感染结核病的可能性

极大。

详称查得云南县土县丞杨国臣得染心腹疼痛之病， 医治不愈， 于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病故。②

（乾隆四十六年） 以故云南云南县土县丞杨国臣子天锡袭职。③

（道光十二年） 以故……云南云南县土县丞杨天锡子司铨袭职。④

由档案知， 雍正二年， 杨国臣十六岁， 乾隆四十五年故， 寿命高达七

十多岁。 其子杨天锡任土县丞职时长五十多年， 袭土职时应达十五岁⑤，
这样算来， 寿命也近七十岁。 杨国泰若不是感染痰症， 也不会过早死去。
清政府对本土司家族也极为重视， 《清实录》 中仅有两处记载土司封典，
杨家为一例， “予云南云南县土县丞杨国臣、 土主簿张庆裕封典如例”⑥。

痰火之疾， 传统医书多指痨瘵， 《红炉点雪·痰火证论》 曰： “夫痨者

劳也， 以劳伤精气血液， 遂致阳盛阴亏， 火炎痰聚。 因其有痰有火， 病名

酷厉可畏者， 故令人讳之曰痰火也。”⑦ 痰症症状， 《丹溪心法·痰十三》
载： “凡痰之为患， 为喘为咳、 为呕为利， 为眩为晕、 心嘈杂、 怔忡、 惊

悸， 为寒热痈肿， 为痞膈， 为壅塞， 或胸胁间漉漉有声， 或背心一片常为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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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 ７９ 册， 第 １ 页。
《题为云南已故云南县土县丞杨国臣伊子杨天锡请准承袭土职事》，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

七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３ － ０７４２９ － ０１６。
《清高宗实录》 卷 １１３６，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丁未。
《清宣宗实录》 卷 ２２８，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庚申。
清土司承袭年龄规定为 １５ 岁， “康熙十一年题准， 土司袭职子弟， 年满十五岁， 方许承

袭。 未满十五岁者， 督抚报部， 将土司印信事务， 令本族土舍护理， 俟年满督抚题请承

袭”。 参见 （清） 嵇璜、 刘墉等撰 《钦定皇朝通典》 卷 ３９ 《职官·土司各官》， 景印文渊

阁 《四库全书》 第 ６４２ 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第 ４４９ 页上。
《清高宗实录》 卷 ５３１，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申。 另一处为四川沙马土司沙氏， “四川沙

马土司沙氏， 立志不移， 亲身赴建， 皆系妇人能知大义， 应加特恩， 以示嘉奖。 沙氏照

其应得封典， 加一等给与诰命”。 见 《清世宗实录》 卷 １００， 雍正八年十一月己卯。
（明） 龚居中： 《红炉点雪·痰火证论》 卷 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５９， 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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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 或四肢麻痹不仁”①。 秦景明的 《症因脉证·痰症论》 载： “痰之为

病， 变化百出， 皆内因七情， 外感六气……有风痰、 湿痰、 燥痰、 郁痰、
食积痰五条。”② 现代医学多指肺结核、 肺炎、 气管炎、 肺气肿、 哮喘等传

染性和呼吸道疾病。③

土州判陈恩典染痰火之症， 病故； 土知州李演鼎， 染痰火之症呈请休

致； 土官杨于廷染患痰症， 请子袭替， 应该是患呼吸道疾病。 痰症、 痰火

不仅在土司间占有较高比例， 在非土司官员中也具有一定比例。 有学者以

吏科史书档案为依据， 考察雍正朝官员患病类型及其死亡率， 涉及 ５１ 种各

类病症， 其中痰症 １０１ 例， 占 ７ ７１％ ， 痰火 ２６ 例， 占 １ ９８％ ； 痰症告病

５３ 人次， 病故 ４８ 人次， 死亡率 ４７ ５２％ ， 痰火告病 １９ 人次， 病故 ７ 人次，
死亡率 ２６ ９２％ ； 西南地区， 二者发病率分别为第 ３ 位、 第 ４ 位。④ 《乾隆

朝上谕档》 中也有官员类似病症记载， 如下表。

表 ３　 《乾隆朝上谕档》 中官员痰火、 痰症一览

时间 病症 册数 页码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 大学士杨应琚在永昌忽患痰症事 ５ １５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九日
总兵顾 八月二十一日陡患痰症， 眼目无神，
语言举动均无伦次事

５ ４９０

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鹤丽镇总兵实态患痰症， 本有夙疾， 因染患瘴

气等
５ ６５０

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日 建昌道王守坤现因染患痰症， 步履维艰 ６ ３８８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七日 杨廷璋去冬偶感风痰， 遂闻溘逝 ６ ９０４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五日 贵州提督拜麦阿痰症陡发等语事 ７ ４１７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副将长保因感冒风寒变成痰症， 现在两腿软弱，
不能行动

７ ７４７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温州镇总兵袁秉诚于七月间偶患咳嗽， 复冒风

寒， 至九月初渐成痰症， 倦于理事
７ ７４８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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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元） 朱震亨撰， （明） 程充校订 《丹溪心法·痰十三》 卷 ２， 中国书店， １９８６， 第 ９４ 页。
（明） 秦景明纂著， （清） 秦之桢辑 《症因脉证·痰症论》 卷 ２， 曹炳章辑 《中国医学大

成》 第 ２０ 册，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０， 第 ７７ 页。
林绍庚主编 《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 第二卷， 第 １１５０ ～ １１９６ 页。
佳宏伟共收集到雍正元年至雍正十三年的 １０９８ 件吏科史书档案， 包括 １３１０ 人次的病患记

录， 内容涉及全国各地。 参看佳宏伟 《雍正朝官员患病类型及其死亡率———基于吏科题

本的量化分析》，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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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病症 册数 页码

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三日
伊常阿在路染患痰症， 已成痼疾， 一时难以

就愈
７ ８５９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李宗文奏现患痰火病症， 业经请假 ８ ７４８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奉天府尹富察善染患痰症， 骤难痊愈等语 ９ ４１５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五日 栋文现有痰症， 朱孝纯染目疾 １０ ６７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据称该员现在染患风痰病症， 手足不仁未能

即痊
１１ ５９４

乾隆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
郝尔顿因染患痰疾， 勒令休致， 现今并未当

差等
１３ ５４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图萨布奏现在感患风痰， 病难速痊 １５ ６３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九日
据孙士毅奏王站柱患中风， 染患风痰， 一时不

能就愈
１５ ５２４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六日 耿毓孝染患痰疾， 未能起解 １５ ５７６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六日
宣化镇总兵爱星阿现患痰疾， 骤难愈， 恳请

解任
１６ ２３６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长芦运使李世望患痰火病症， 请解任调理 １６ ３８２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四日 直隶提督闫正祥现患痰疾， 未能就愈 １６ ６６６

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宜昌镇总兵马定鼎现患风痰病症， 难忘痊愈，
请旨开缺

１７ ７９９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汀州镇总兵格绷额患风痰， 请令回旗 １８ ８４

乾隆六十年二月四日 九江关监督福英染患痰疾， 已降旨将全德调补 １８ ４５１

说明：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 《乾隆朝上谕档》 整理， 档案出版社， １９９１。

雍乾两朝， 官员患痰症、 痰火并导致病故占一定比例， 并非土司地区

所专有。 但流痰病症， 在官员 ５１ 种各类病症中并没有记载。 流痰病症是否

为土司地区所专有，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 神经性疾病

疯疾， 《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 中对应现代医学为麻风病， 传统医

学还有 “疠风” “恶风” “大风” 等不同称谓， 是高度传染性疾病。① 《疯

１９

土司的脉象

① 林绍庚主编 《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 第一卷， 第 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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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全书》 中载有麻风三十六种， 如大麻疯、 牛皮疯、 破伤疯等。① 可知，
疯疾在现代医学对应的麻风病， 只是其中一种。 慕役司土官礼缙周因 “染
患疯疾， 终日昏迷”， 因而影响土司任职。

（乾隆十五年） 贵州永宁州慕役司土官礼宗殷以病乞休， 以其子

绪周袭职。②

（乾隆二十一年） 查得安顺府永宁州属慕役长官司礼绪周系奉部

颁给号纸， 准其承袭之员， 今据该州查明该土官礼绪周于乾隆二十年

四月十六日病故， 详报前来， 所有该土官礼绪周病故日期合先具文

呈详。③

（乾隆二十九年） 窃照土司官员， 畀以世职， 捍卫地方， 必须强

壮公勤， 方足以弹压群苗， 办理公事。 兹有安顺府永宁州属慕役司土

官礼缙周， 自乾隆二十一年承袭兹职， 已历九载。 该土官向尚谨饬，
后渐疏懈， 罔知奋勉， 复染患疯疾， 终日昏迷， 凡有应办事件， 每多

遗悮。 似此病疯不职之， 土司未便姑容……将礼缙周革去土职。④

（乾隆五十六年） 详称查得州属慕役长官司一缺， 原系礼姓承袭，
传至礼袭衡病故， 无嗣， 又无旁支宗派， 援例请以礼缙周之婿安承兴

顶袭， 今安承兴病故， 仍无子嗣……查有礼安氏， 现年五十一岁， 系

前故土官礼缙周之妾， 礼袭衡之生母， 即病故安承兴之岳母， 谙练夷

情， 苗众悦服， 堪以暂行代理土务。⑤

绪周传弟缙周， 缙周传袭衡， 袭衡故， 其甥安成兴承袭。 安成兴

故， 袭衡之母礼安氏代理。 嘉庆二年遭变， 礼安氏逃奔州城， 病故，
乏嗣， 遂改土归流， 设慕役巡检司。⑥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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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 萧晓亭撰， 赵石林、 王怡点校 《疯门全书》，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９０， 第 ７ 页。
《清高宗实录》 卷 ３７８，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乙亥。
《题为已故永宁州属慕役长官司土官礼绪周身后无嗣请准以胞弟礼缙周袭职事》， 乾隆二

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３ － ０５３８２ － ００６。
“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 张伟仁主编 《明清档案》 第 ２０４ 册， 第 Ｂ１１４１５３ 页。
《为题请礼安氏代理贵州永宁州属慕役司土官事》，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０６ － ００３０７２ － ００１３。
（清） 黄培杰纂修 《永宁州志·秩官》 卷 ８， 道光十七年刊本影印本， 《中国方志丛书·
华南地方》 第 １５９ 号， 台北， 成文出版社， １９６７， 第 ５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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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是世袭制， 若无过错或病故， 任职一般是终身制， 不同于流

官制度。 礼绪周袭土官职只有五年时间， 乾隆二十年病故， 弟礼缙周袭

职。 由 “土司官员， 畀以世职， 捍卫地方， 必须强壮公勤， 方足以弹压群

苗， 办理公事” 可知， 土司要求身体健康， 才能胜任土职。 礼缙周袭职初，
怕步兄礼绪周后尘， “向尚谨饬”。 但 “后渐疏懈， 罔知奋勉”， 又 “复染患

疯疾， 终日昏迷”， 以至 “凡有应办事件， 每多遗悮”。 清代官员中也有患疯

疾的①， 患病之后， 不再胜任职务， 革职较多， “似此病， 疯不职之”。 流官

如此， 终身制的土司也不例外， “土司未便姑容”， 礼缙周因被革职。
礼缙周传礼袭衡， 袭衡病故， 无子， 安成兴②承袭。 安成兴病故， 袭

衡之母礼安氏代理。 嘉庆二年遭变， 礼安氏逃奔州城， 病故， 乏嗣， 遂改

土归流。 从乾隆十五年到嘉庆二年， 四十多年时间， 土司换了六个， 最后

乏嗣， 遂改土归流。 可见， 家族性遗传 “疯疾”， 是导致慕役司土官礼氏

家族， 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
土司所患疾病对土司家族影响， 土司族谱中也有所体现。 《壮族土官

族谱集成》③ 收录土司族谱多份， 经整理， 部分土司寿命不长， 过早病逝，
如下表所列。

表 ４　 《壮族土官族谱集成》 载早逝土司、 族属

族氏 名称 病 （身） 故年龄 页码 备注

南丹土

知州莫

氏

莫大宝 ５９ 岁 ９１ 页

莫我谦 ２７ 岁 ９２ 页 病废

莫　 敌 ２８ 岁 ９４ 页 无嗣

莫树棠 ３６ 岁 ９６ 页 无嗣

忻城土

知县莫

氏

莫振顺 ３５ 岁 １３１ 页

莫世卓 早逝 １３２ 页

莫秉经 早逝 １３３ 页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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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佳宏伟统计雍正朝官员患疯疾 １１ 例， 占 ０ ８４％ 。 参看佳宏伟 《雍正朝官员患病类型及其

死亡率———基于吏科题本的量化分析》，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有关安成兴的记载， 档案与地方志互为矛盾， 一为礼缙周婿， 一为礼袭衡甥， 具体待考。
〔日〕 谷口房男、 白耀天编著 《壮族土官族谱集成》， 广西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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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族氏 名称 病 （身） 故年龄 页码 备注

广南府

土同知

侬氏

侬绳武 夭亡， 未袭故 ３８９ 页 无嗣

侬振继 未袭故 ３８９ 页 无嗣

侬兆兰 未袭故 ３９１ 页 无嗣

侬兆桂 ２４ 岁 ３９１ 页

侬兴道 ３２ 岁 ３９２ 页 无嗣

侬茂先 ３２ 岁 ３９２ 页 瘴故

思陵土

知州韦

氏

韦恩耀 １５ 岁 ５１４ 页 无嗣

韦荣耀 ４０ 岁瘫 ５１５ 页 风瘫等症

韦世芳 不到 ３０ 岁 ５１５ 页 １２ 子中 ９ 子夭亡

韦世华 ５０ 岁左右 ５１５ 页

韦　 璋 ３９ 岁 ５１７ 页 吐血病症， 病故

韦一麟 ２０ 岁左右 ５１８ 页 染病身故， 无嗣

韦一彪 ５０ 岁左右 ５１９ 页 因病告替

下雷土

知州许

氏

许绍武 早逝 ６４１ 页 子幼

许定勋 早逝 ６４２ 页 无嗣

许定烈 早逝 ６４２ 页

　 　 说明： １ 表中所列土司均为清代。 ２ 表中病 （身） 故年龄为族谱中记载， 或依记载而推算。
３ 族谱中出现的错误， 学者已进行了考证， 病 （身） 故年龄以考证后的结果为基础推算。

表 １ 和表 ４ 可知， 土司病故后出现无嗣或子幼现象。 除表中所列外，
广西那地土知州罗氏族谱中从十四世祖罗德惠至廿一世祖罗明绪， 所谓

“八世”， 其实只是 “二世” 七任土司。 “从罗德惠到罗明绪， 两代人兄终

弟袭， 侄亡叔继， 由直系而旁支， 由旁支而族人， 七十、 八十年间走马灯

式地换了七任土官， 一方面反映了那地州土官主弱从强， 官族内部争袭激

烈； 另一方面说明了那地州土官亲族的孱弱， 生育不繁。”① 土司寿命不

长， 过早病逝， 对土司家族承袭造成混乱， 引起家族分裂和争袭动乱。
瘫症， 又名瘫痪风， 指四肢无用的疾患。 王焘的 《外台秘要》 曰：

“ 《广济》 疗瘫痪风及诸风， 手足不随， 腰脚无力。”② 《医贯·中风论》 中

４９

清史论丛

①
②

〔日〕 谷口房男、 白耀天编著 《壮族土官族谱集成》， 第 ６０１ 页。
（唐） 王焘： 《外台秘要》 卷 １４，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５５， 第 ２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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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瘫者坦也， 筋脉驰纵， 坦然而不举也； 痪者涣也， 血气涣散而无用

也。”① 其症状为 “中风之证， 卒然晕倒， 昏不知人； 或痰涎壅盛， 咽喉作

声； 或口眼歪斜， 手足瘫痪； 或半身不遂； 或舌强不语”。② 现代医学指四

肢麻痹③， 今之中枢性、 周围性神经病变均可见此证。④ 凭祥土知州李天

锦、 忠州土知州黄绍宗、 朗溪司正长官田弘鼎三人都因染瘫症， 难以料理

事务， 具文恳请休致， 请子袭替。
因瘫请休， 只是表面原因， 更深层原因为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 鄂尔

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其西南诸省为重点区域。 土司家族不会轻易改

流， 会为自保采取措施。

广西南、 太、 庆、 泗四府属各土司， 除地方偏小， 未经设有流

官， 及思明、 泗城二土府并土忠州已设有同知、 州同者毋庸议外……
太平府属之万承、 凭祥、 恩祥、 下石……十三州……俱经设有吏目、
典吏， 而职分卑微， 实不足以资弹压……太平府属之万承、 凭祥， 思

恩府属之向武等三州现设吏目改为州判……其余小土州县势微地窄，
毋庸更改……等因前来查太平府属之万承、 凭祥， 思恩府属之向武等

三州， 现设吏目三员， 俱准其改为州判……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题。 本月二十三日奉旨： 依议。⑤

查雍正四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 土司沿袭世职， 远在边职， 恐其骄悍

自恣， 不循礼法， 故设立流官以司稽察， 必官职声势足以弹压， 方于地方

有益。 查各同知、 州同于土知府、 知州尚可弹压。 至于吏目， 由职分卑

微， 既无印信可行， 又无书役可遣。 土司意中尚有轻忽之念， 则未必肯其

约束， 今可否酌土司之大小， 将微员如何改设， 重其职守， 使流土相适，
地方各安……今该督既称贵州铜仁府属平头司、 省溪司， 思南府属沿河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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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 赵献可： 《医贯·中风论》 卷 ２，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５９， 第 １９ 页。
（明） 戴原礼撰， 才维秋等校注 《秘传证治要诀·中风》 卷 １，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３ 页。
林绍庚主编 《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 第二卷， 第 ７４７ 页。
韩成仁、 黄启金、 王德全主编 《中医病症名大辞典》， 中医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５０２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 ３２ 册， 第 ８６ ～ 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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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朗溪司……各设吏目一员， 稽察土司， 请将吏目加以州同职衔， 仍照

吏目升转等语……雍正五年三月二十日题。 三月二十二日奉旨： 依议。①

雍正四年和五年分别在广西太平府凭祥州、 贵州思南府属朗溪司改设

流官州判、 州同， 以司稽察土司。 可知， 流官设置也是依据土司之大小，
“故设立流官以司稽察， 必官职声势足以弹压”。 但 “土司意中尚有轻忽之

念， 未必肯其约束”， 故流土之间博弈激烈。 前面提到， 土司 “捍卫地方，
必须强壮公勤”， 身体健康是先决条件。 三位土司， 同患瘫疾， 并自愿恳

请休致， 请子袭职， 其目的之一是怕因健康为借口被革职， 之二更怕被改

土归流。 结合 《清实录》 及档案， 可看出广西太平府凭祥土知州李天锦子

孙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

（雍正四年） 广西太平府凭祥土知州李天锦老病乞休， 请以其子

李滋泽袭替。②

（乾隆七年） 查乾隆六年太平府申报该土州李滋泽病故， 文内所

开李桂之年系一十三岁， 今至乾隆七年， 缴到宗图册结所开李桂之年

系一十四岁， 未符袭例。③

（乾隆八年） 以故广西凭祥土知州李滋泽之子李桂袭职。④

（乾隆十五年） 以故广西凭祥土州知州李桂弟樟袭职。⑤

李滋泽任土职 １７ 年， 故时 ３７ 岁； 李桂袭职时 １３ 岁， 任土职 ９ 年， ２２
岁故， 无子， 弟李樟袭。⑥ 可见， 因家族疾病， 导致后几辈过早而亡。 档

案中都注明其子年龄， 李滋泽年已 ２０ 岁， 黄鉴年已 ３０ 岁， 田大爵年已 ２１
岁， 除表明其子 “与例相符， 应袭父职”， 承袭合法外， 似乎更能说明能

６９

清史论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 ３４ 册， 第 ２２８ 页。
《清世宗实录》 卷 ５１， 雍正四年十二月戊寅。
《题为广西凭祥土知州李滋泽病故其子官男李桂未符袭例请以官母官叔分别护印协理州务

事》， 乾隆七年五月十一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４０６０ －００７。
《清高宗实录》 卷 ２０３， 乾隆八年十月壬申。
《清高宗实录》 卷 ３７９，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戊子。
李樟袭职时间 《清实录》 中记载矛盾， 另一时间为乾隆十年四月辛酉 “广西凭祥土知州

李桂故， 无子， 以其弟李樟袭职”。 本文取自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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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 “强壮公勤”。 这也是土司为保留土职， 避免改土归流的策略。 雍正六

年六月， 云南宁州土州判被停袭， 从侧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①

余　 论

土司病症详细记载于土司档案中， 除了患消化道疾病， 呼吸道疾病，

神经性疾病外， 还有类似心绞痛、 心脏病的循环系统疾病， 疮症传染性皮

肤病， 痘症急性传染病， 类似食道炎、 食道癌、 胃癌等众多疾病。 关注土

司病症， 不仅对了解当时土司健康状况有所帮助， 更对土司承袭制度研究

有所裨益。 对清代土司病症分析， 试可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 土司所患疾病， 多且杂， 但以寒疾、 痰症、 吐血症、 瘫症、 痨

病、 目疾六类病症居多。 其患病之因， 既有外部地理环境， 也有自身 “情
志失宜” 所致。 有些疾病被称为水土病， 与地理环境极为密切。② 土司地

区地理环境， 如暑、 湿、 瘴、 水土中重金属超标等， 都能引起土司患病。
正因为有如此地理环境， 外部 “流官不敢入， 亦不得入”③。 从而也更加理

解， 为什么会在一些地区出现 “复流为土” 的现象。④

其二， 土司疾病影响其人寿命， 过早病逝， 甚至涉及家庭、 家族兴

衰。 土司患病， 结果为病故或请休。 其所举例中， 因病而故的土司约有九

成， 甚至部分土司早逝， 寿命较短。 家族性遗传 “疯疾”， 是导致慕役司

土官礼氏， 走向衰亡的原因； 凭祥土知州李天锦家族性疾病， 导致后几代

子孙过早而亡； 云南宁州土州判李氏因病故无人袭职， 而被停袭。
其三， 土司病症， 承袭档案中有载， 与 《清实录》 形成鲜明对比。 清

代形成完善的土司承袭制度， 对承袭人顺序、 避免假冒、 年龄、 手续、 袭

替禁例等都有明确规定。 因此， 承袭档案中详细记载土司所患疾病， 并强

７９

土司的脉象

①

②

③
④

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 云南宁州土州判李实宝病故， 其子李国勋年仅八岁， 不料雍正五

年三月二十八日， 李国勋病故。 “伊祖李者禄以军功而得世职， 四世单传。 今国勋病故，
者禄之枝已绝。 而有远族， 难容冒袭。 且该土州判原无职掌， 亦无管理地方， 本属冗员

赘职， 请将宁州土州判准其停袭”。 可见， 病故无人袭职， 是停袭原因之一。 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编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 ４２ 册， 第 ３４０ 页。
有关地理环境与疾病关系， 可参看范家伟 《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

疾病的解释》，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明） 王士性撰， 吕景琳点校 《广志绎》 卷 ５ 《西南诸省》，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 第 １２７ 页。
云南车里土司， 在清乾隆年间短期之内由 “改流” 到 “复土”， 便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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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并无别情” “覆查无异” “患病情实” 等字， 而土司其他档案中仅强

调 “与例相符”。 既是对土司承袭制度的执行， 更是清政府对土司患病是

否为承袭真实原因的防范。 故确认无误后， 以 “病故” “以病乞休” “老
病乞休” 载入 《清实录》， 时间也比档案晚。

其四， 土司患病乞休， 是其家族自保的策略， 是与清政府改土归流政

策的博弈。 土司设置， 畀以世职， 其目的为捍卫地方， 要求身康体健， 方

可办理公事。 但弊端为土司沿袭世职， 远在边职， 骄悍自恣， 不循礼法，
故设流官以司稽察。 土司因病革职、 裁撤时有发生， 自愿恳请休致， 请子

袭职， 怕因健康为借口被革职， 更怕被改土归流， 是为保留土职， 其家族

自保的策略。 上列病症， 均为档案中所载土司所患常见疾病。 档案中亦有

极为罕见病症， 如贵州镇远府偏桥左副长官司长官杨清亲子杨安素染黑晕

之病， 不能承袭。 土司患病之后， 其后果无非是病故或乞休。 因此， 以患

病为借口， 冒袭土司偶有发生。 如杨安虽已患黑晕病症， 但并非残废，
“乃杨清捏称安已废疾” “请将胞侄杨安福袭职， 明有贿攘冒袭情弊”①。
土司因病故而一时无合适承袭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此时家族内部会灵活处

理， 选出适宜承袭人。② 因此， 土司病症的探讨， 与土司承袭制度紧密相

连， 这是我们研究土司承袭制度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内容。

附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李世愉先生、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张海英教授、 文史研究院张佳老师对本文指正良多， 笔者深表谢意。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遵义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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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论丛

①

②

以上参见 《为贵州镇远府偏桥司告休左副土官杨清及其胞侄杨安福串谋捏饰冒袭徇私藐

法题请参处事》， 乾隆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０６ － ０００７６７ － ００１９。
“贵州永宁州属慕役长官司一缺， 原系礼姓承袭， 传至礼袭衡病故， 无嗣。 又无旁支宗

派， 援例请以礼缙周之婿安承兴顶袭。 今安承兴病故， 仍无子嗣。 礼氏族中尚有礼阿邓

一支， 因阿邓于前明时与礼福海争袭， 躲避云南。 据礼安氏差土把杨从学等前往密访，
查至云南禄劝县地方， 追溯来由， 现有礼阿邓子孙在彼落叶。 但礼阿邓子孙虽查有踪迹，
而是否的实、 能否回籍， 查办尚需时日， 其土职事务不便久悬。” 《为题请礼安氏代理贵

州永宁州属慕役司土官事》，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

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０６ － ００３０７２ － ００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