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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西农民军与西南各族人民的关糸

王  纲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抗清战争中,张献

忠、李定国等人先后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曾

在四川建立大西农民革命政权,在云南建立

兴朝政权,长期经营川、黔、滇 抗 清 根 据

地,与西南各族人民发生过广泛的联系。大

西军与西南各族人民一起平定叛乱,共同发

展生产,团结抗击清军,在我国农民革命战

争史上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

一六四四年 (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率

领数十万农民军由湖广西进四川,并在成都

建立了大西农民革命政权。大西政权为了囹

结西南各少数民族,制订了一系列有关与各

民族关系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策。张献忠

公开宣布:“边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赋。
”①为

了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大西政权又宣

布了对各土司实行
“
降者仍其职

”②的政策。

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据有关文献记载, “献忠遍招诸土司,用降

人为诱,铸金印赍之,以 易其官 , 从 否 参

半。”③ “初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间土司难

骤服。用降人为招诱,铸金印赍之9以易其

章。⋯⋯蛮人贪贼财物 ,往往弭首羁糜。
”①谈

迁的 《国榷》也说, “四川徭贼五万降于张

献忠″。为了争取石柱土司秦良玉9张献忠

派人将金印送去。秦良玉坚持与农 民 军 为

敌, “毁其印”,十分无礼。但为了等待,

“献忠闻之,训诸部约束其兵。”④并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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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征讨。为了争取四川黎雅土司马京 (一作

经),“献忠铸总兵金印一颗赍往授经。
”⑥马

京不但拒不接受,甚至杀害了大西农民军游

击苗厶等宫员,进而纠合姜、黄、赖、李、

蔡、包、张 等 七 姓 头人子弟发 动 武 装 叛

乱。大西农民政权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
发兵前往镇压,一举将其消灭。

一六四七年 (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

十一月9在大西军连克遵义、贵阳、定番州

等川南、贵州重要城市的时候,云南发生了

沙定洲之乱。沙原为云南临安土司,他为了

实现其夺取云南统治权的野心,借受命镇压

楚雄府土司吾必魁发动的内乱之机,自 己发

动了反对黔国公沐天波的变乱,赶走了沐天

波, “据省城,劫巡抚吴兆元为题请代天波

镇滇”
,又遣其党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

蒙化陷之,屠杀以万计”o⑥

沙定洲的任意烧杀抢掠,激起了云南各

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迫切要求大西军前

往云南平乱。一六四八年四月初,大西军由

曲靖、交水、陆凉、宜良入云南,沿途受到

人民群众的欢迎。 “时滇民久困沙兵,喜其

来,迎之。⋯⋯至宜良,知县方兴祖迎之。

¨⋯至云南”巡抚吴兆元等迎之。”⑦沿途
“
士民望风送款

”
。⑧部队抵达昆明时9昆 明士

民于城门外设香案以表欢迎之情。在各族人

民的积极支援下,大西军很快地平定了沙定

洲之乱,解除了沙军给云南各族人民带来的

痛苦。 “黔国公沐天波来,具礼 谢 雪不 共

仇。凡滇人之撄沙毒者,咸称快焉。”◎ “土



司人人股栗,皆心慑服。”⑩这就使云南的

形势迅速 地 稳 定 下来,为建立兴朝政权创

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二)

大西军在平定沙乱,建立兴朝政权的同

时,组织云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人民积极

发展生产,共同进行建设,并且制定和实行

了一系列有利于西南各族人民的经济政策。

在田赋政策方面,实行 “看田地所出 ,

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半征。人

丁不论上、中、下全征
”
。废除原明朝政店加

在各族农民身上的各种苛捐杂税。又 “出令

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给牛、种”。 “

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农事”。与此同时 ,

又查 “访殷实富户”, “追逼饷银”。⑧

在土地制度方面,实行军屯性质的 “营

庄制度”
,“将云南府属军民田地分为营庄 ,

一人亩岁纳谷一石二斗。”@每一个营庄设一

管庄人9负责组织经营。大西军战士与驻地

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为了保证农田的灌溉 ,

大西军还组织群众治理滇池,兴修水利 o

在工商业政策方面,积极支持恢复和发

展工矿业和商业贸易。重要盐业收归公有。
“近省田地及盐井之利,俱以官四 民 六 分

收”, “黑、琅 (在盐兴县)两井之盐归官 ,

令商人在省完工本,领票赴井支盐。”⑨凡

金银铜铁等厂,听民自备工本开采,抽取适

当税款,并派官员至永昌、临安监督。

为了繁荣经济,方便群众交换,兴朝政

权规定了币制,在昆明和下关设炉十八座 ,

炼铜铸造 “兴朝通宝”,与 “大顺通宝”同

时流通。 “兴朝通宝”分大小四种:当 银一

两、一钱、一分、一厘。凡上纳钱粮,放给

俸饷,以至民间一切贸易,皆可通用o

为了沟通西藏与云、贵、川的交通、贸

易,兴朝政权又继续实行了 “以茶易马”和

“优礼荼商”0的政笨
`罅

内地的荼叶及时

运销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区:又使藏区的马匹

运往云、贵、川地区,满足了大西军对马匹

的迫切需要。      ·

一六四七年, “秋成有望,开仓赈济寒

士,每人谷一斗。”⑧

为了倮证军队武器装各的供应,大西军

设立了四个杂造局,调集有关行业工人进行

生产。 “安杂造局四,不论各行匠役尽役,

其匠役尽拘
^、

局中打造9凡真之弓箭、盔甲、

交枪之类9有损坏者9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部

队名姓9三 日内易以新什物”。①

⊥述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大大调动了各

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西南地区,特别是

云南的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丰

收,工商业繁荥,川 、藏、滇、黔等地交通

往来,络绎不绝。民以生意茂盛 ,乐 于 挽

输。云南、贵州地区很快出现了繁荣景象
°

各族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云南境内,外
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百姓插莳恬熙 ,

若不知有交兵者。”④ “己丑元宵,大放花

灯,四门唱戏,大醣三日9金吾不禁,百姓

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⑧

大西军还与云南人民一起进行了大规模

的城市建设。增修昆明城池,内设重城,作
敌楼突门数十。又在城南门外修建御教场 (一

作 “演武场”),殿宇、将台齐各, “·-改

昔日之规模。”⑩

由于西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

和发展,使大西军的物资供应也得到了显著

改善。“
一年土产财赋 ,足供养兵之需。

”Θ大

西军中凡 “有家口者9每冬人给一袍;无家

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

一顶。如是养兵,果士饱马腾。”◎

(三三)

大西军的主要领导人李定国、孙可望、

刘文秀等在云南建立兴朝政权,十分注意部

趴昀纪律和各级行玫官员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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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军的纪律十分严格。李定国的部队

行军有五不: ⒍⋯不杀人9二不放火,三不

奸淫p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 。 有 一 于

此9军法元赦。”⑧大而军在滇、黔地区们I

战”部队行军所过大路,鸡犬不惊,沿途卖

酒肉杂物的少数民族很多。大西军始终坚持

公买公卖”买酒一壶即给钍一块。凡有擅自

夺取百姓物品者9耍受到直至斩苜的严厉惩

处。所部主管官员也要受到八十棍的处罚。

大西军在云南建立兴朝政权后,一方再i

立即下令废除丁-些原明朝的旧制旧习9如

废除原昆明四城督捕9城内百娃皆划归昆明

县管理9一方面又通令各府州真s凡派往任

职的官员9严禁贪污受贿和随志欺虐百姓。

凡廉洁奉公的官员9给予奖励和提升;凡贪

污虐民的官员夕一经查出”立即予以惩处 9

直至斩首。兴朝政权还下令各地方,凡有地

方规章制度不方便人民群众者,地方上的头

人可以上诉9立即加以废除;凡有利于人民

群众者9可以执行。

兴朝政权为了广开言路,又 “令地方上

下,不论士绅军民9有为地方起见 ,即一得之

愚9亦许进言9立即引见,不许拦阻,即妄

诞之言9亦不深究。⋯⋯凡有利于民者9无

不备举。”0兴朝政权还实行
“
登闻鼓”制度 ,

以便利各族人民有冤有事能及时得到申诉。

为了检查各级地方政权抄‘行政 策 的 情

况,除派出△部尚书王应龙兼胥巡按Ι作 ,

并前往迤东、迤西地区检查地方官员涿JΙ作

情况外”还经常派出便衣人员到各地过行秘

密察访。云南姚安知府谢仪,贪污虐民9被

查出后,立即下令派人前往姚安将其逮捕斩

首9并传示各地引以为戒。由于兴朝玫权如

此重视各级地方官员的|{=风和纪律”很快出

现廉洁奉公,官民守法的安定局面◇ “土滇

之官,无一人敢要钹者。”⊙

大西军纪律严明9地方官 廉 洁 奉公”
“兵不扰民,将不欺士,往来有礼,安置有

方。”Θ大西军和兴朝政权得到了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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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烈拥护。“
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⑩。

《卩彐)

大西军在经营西南抗活棂据池 的 过 程

中,十分注意联合西南各族
^.民

共 冂 抗清

洵Jl作”积极纽织西南各族人民参方Π抗清军

队9使大西军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二十万丿、。⑩

其中有大量的苗族、彝族、徭族、藏族、傣

族、白族和壮族战士。如安西将军李定国率

领的军队,有大量尚少数民族找士9 “定国

所将半为倮倮徭老。”⑦

由于少劲叉族人民的大置参加 抗 清 军

队,使大西军增加了如象队这样的新真种。

由少数民族战士驾驭的象队,在抗清战争中

发挥丫很大的突击作用o一六五工年 (永历

六年、清顺治九年),刘文秀率军入川,进

攻叙州首战告捷,就是靠象队坐开城门,为

进攻战士打开了道路。这年八月9刘文秀穷

追吴三桂至倮宁,也是以象十三头 领 十 三

营,列阵四重”象居前,次挨牌、长枪,次
匾刀,次鸟铳9阵圆如月,坚不可犯。该年

七月,李定国率军进玫广西重镇桂林,再次

发挥了象队攻城的突击作用o

大西军这支由西南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清

军队,虽然从语言到生活、风俗习惯都各有

不同”为统一指挥造成不少困难9但 由于各

族人民都有抗击清军的强烈要求, 而}李 定

国、刘文秀又善于领导,所以能够在抗清的

旗帜下团结一致”进行战斗。 “虽其土官极

难钤束,何定因御之有法也:” ⑦据 《永历

纪革》谢‘,大西军巾的 “倮真
”
9“能跣战,

不畏矢p执标枪大刀9尝以少胜多
”。他们

亻F抗清战争中作Hl了 巨太贡献。一 六 五 二

午,刘文秀进军四川乡 “招倮倮为助
”
,⊙ 连

克叙州1重庆、戊都等四川重镇9给清军以

沉重打击。李定国在湖南歼灭清敬谨亲王尼

堪的战斗中9 “令诸苗兵截其属”,⑦ 取得

了重大战呆。



大西军还十分重视团结西南各少数民族

中的上层分子参加抗清斗争。李定国在云峦

传檄号召渚土司
“
共曰恢复

”
9“将各土司概加

勋爵”。⑦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不少土司的Ⅱ向

应。肛.而把凡是盯意抗清的少封民族上层分

亍部团结到抗清的旗帜下来。

在抗清斗争中,这些上层分子 表 现 坚

决,作眭l了徂大贡献。沅江倮倮族士司那嵩

就是-位典型代表。他首先响应李定冂的抗

清号召9并作了不少宣传和联络Ι作。⑩李

定国对那嵩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其可谓田结

抗清9肝胆桕照。李定Fl命 令调集了太量金

银物资运往汉江,甚至把臼己的妻子、儿子

都送到沅江。并任命那嵩的弟弟那仑为佐明

将军,以 其子 那 焘 袭 沅 江 府 知 府。那嵩

在李定国的支持下,加紧准各,积极练真 9

“招留总兵孙应斗、赖世勋9阴约降将高应

凤、朱养恩及石屏总兵许名臣、土宫龙赞阳

及迤东各土司”9⑩ 与他们 “歇血钻刀”
,

立誓抗清到底。他们主动向被清军侵占的临

安、石屏、蒙自等地发动进攻,打 得 清 军
“
官民逃窜,远近动摇”。⑧

一六五九年 (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

年)十月9吴三桂与清将卓罗、噶什布贤等

调集重兵向沅江发动了进玫。吴三桂起初以

降将杨威在城外喊话,要那嵩将高应凤、许

名臣交出。为保住沅江城,许名臣向那嵩表

示9他愿意自缚出城就死。那嵩坚定地对许

名臣说: “吾三'人共事” 岂 以 生 死 易 心

乎 !″ ⑩耶嵩射书出城,痛斥吴三桂叛卖求

{的无耻行径9而且在书面以鄙视口吻署其

吴二拄 !F衔 “山海关总、兵吴
=桂

开拆
”
。@吴

三挂气急败坏9向 沅江友起了全面进攻。由

于众丰:{氵 坚守了一月零
=天

的沅江城 9

不聿于十一
'亏 六∷社攻破。在北门指挥作战

的那嵩见形势已难讠l挽 Fl” 即赶回家中,与
全家人登楼放火自焚殉难。那嵩的 儿 子 刀阝

焘、女婿沐忠亮 (沐天波的儿子)亦各自赶

田家中自焚而死。沅江守城军民与攻户、城内

的清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9最后, “也都巷

战死”,⑦ 表现了坚决抗清,至死不屈的英

雄气概。吴三桂在沅汪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

唇杀9 “屠其城十数万。时竹隆冬”蝇蚊蛇

蜗冂于盛夏″。

沅汪虽然被清军攻破了9但沅江军民团

结战斗9英勇栖牡的斗争精神却舞鼓着西南

各族人民去继续战斗。一六六一年 (永历十

五年,清顺治十八午)二月,云南马乃土司

龙古兆、龙吉佐兄弟带领抗清人民坚守马乃

达七十余冂,与吴三桂所派攻城清军马宝、

尚启降、赵良栋邙进行了激烈战斗。龙氏弟

兄城破被俘后,当面痛斥吴
=挂

无耻叛卖翠

行,坚贞不屈9最后壮烈牺牡。在这之后 ,

相继爆发的水西安坤、贺云9迤东王i翟祖 ,

宁州禄吕贤、邯烈,乌撒陇氏、阿戎等领导

的少数民族反清起义,再次焓清朝统治阶级

以沉重打击。    ∶

一支农民革命队伍与这样广大地区众多

的少数民族建立起如此密切的关系9这在我

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它说明了我国西南各

族人民早有亲密相处、团结战斗的 光 荣 传

统o继承和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对于今天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涟释 :

①《绥霆纪略》
②民国《雅安县志》
③《蛮司合志》 ∵

⑤《平寇志》              ∮
④《滟预囊》          ∶

⑧《滇南杂志》

⑦《爝火录》
③《客滇述》

⑧《南疆绎史》             ∷

⑩《平寇志》    `
@以上皆见《滇南纪略》

@《 滇云历年传》            ∶

⑩《小腆纪传》

⑩《永历纪事》

⑩《李定国纪年》

⑩《永历实录》

⑦《天香阁随笔》

⑩民国《巴县志》    ∷

⑩民国《元江志稿》           ~
④《庭闻录》

⑧《明清史料》甲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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