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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土司制度是唐代“羁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始于元末，兴于明，衰于清，是历代 封 建 王 朝 有 效 治 理 边 疆 的

制度安排。土司制度与地方政府构成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系，对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 及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土司承袭须逐级上报，袭职次第为嫡系子嗣，以此类推。各 级 官 员 为 第 一 责 任 人，武 职 土

司报兵部，兵部议奏皇帝；土司承袭的法定年龄为１５岁，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须有 宗 图 谱 系、原 封 号 纸、邻 近 土 司 举 荐

等方可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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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马东智，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研究。

关于土司制度及土司文化的研究，西南地区走在前头，并将贵州播州等地土司文化遗存成功申报进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１－２］。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对西北地区的研究关注点集中在民族、宗教、社

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至于土司研究，虽然也属热门话题，但影响范围有限，土司研究在学术界的总体关注

度不高，研究成果与西部地区多民族丰富的土司文化也不相称。

近年来，随着土司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形成了以硕士、博士研究生队伍为主要力量的科研群体，研究

内容细化，成果频出［３－５］。然而，此类研究中就土司袭职路径及其程序的内容则不多见，脉络亦不甚清

晰；再者，现有研究对土司与国家体制内的“流”官之间的内在管理机制缺乏足够的了解。包括笔者在

内，虽然研究及关注土司文化多年，但对土司的袭职程序及条件的认识仍停留在“父亡子嗣”的一般性认

知层面，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随着国家对现存部分历史档案的解密公布，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幸

在国家第一档案馆公布的数万宗案卷中发现了清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至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有关

题奏甘肃洮州“三土司，五僧刚”之一，着逊（卓逊）第十一、十四、十五、十六代世袭土司杨班爵、杨绣春、

杨渐荣、杨永隆袭职的５件呈文奏折，并在该馆亲自抄录了呈文奏折内容。卓逊土司先祖永鲁札刺肖，

于明永乐十六年（１４１８年）以功授土官百户，赐姓杨，承袭十七代。其中，第三代土司杨林于明成化十二

年袭职，正德年间（１５０６年—１５２１年）以功升世袭副千户。在十七代土司中，虽只查到五代承袭题奏，但
根据已有奏折内容与信息，可分析研究土司承袭的必备条件和呈报、题奏程序、路径及最高受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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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奏内容

１．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１４０４－００１２甘肃巡抚吴达善 为题请甘肃洮州世袭土司杨绍 先 病 故 事，乾 隆 二 十 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２．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２１７０－００３０陕甘总督明山 为题请杨班爵承袭甘肃土司之职事 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初

一日；

３．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５０２７－００３０陕甘总督兼管甘肃巡抚事布彦泰 为题请杨绣春承袭甘肃洮州厅副千户

土司之职事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４．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５５８６－０００１陕甘总督谭钟麟 题请杨渐荣承袭甘肃洮州着逊副千户事 光绪八年四月

初四日；

５．０４－０１－００６－０２８７－０５３陕甘总督升允 奏为照例杨永隆承袭洮州著逊副千户土司事 光绪三十一年

七月十八日。
以上奏折除去一件的题报第一责任人为甘肃巡抚（吴达善）外，余者均为陕甘总督（明山、布彦泰、谭

钟麟、升允），其中“０４－０１－００６－０２８７－０５３陕甘总督升允 奏为照例杨永隆承袭洮州著逊副千户土司事 光

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一折为光绪皇帝朱批。

５份奏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很多局外人，甚至应袭土司本人及舍族（族人）也无从得知的大量信息

和具体细节。如从“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１４０４－００１２甘肃巡抚吴达善 为题请甘肃洮州世袭土司杨绍先病故事，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折得知，该奏折书写文种为“题本”，文字种类为汉满两文，数量１件；题

报第一责任人：巡抚甘肃等地方赞理军务兼理茶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记录军工加一级吴达善，
官职爵位是甘肃巡抚；题报事由为甘肃洮州世袭土千户杨绍先，武职，病故事；时间为乾隆二十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１７５６年１月１５日）。

二、文献信息

１．一般奏折：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２１７０－００３０陕甘总督明山 为题请杨班爵承袭甘肃土司之职事 乾隆三十

四年十月初一日

（文献索引信息与路径）
全宗号：０２
类别号：０１
案卷号：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２１７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３
文种：题本

文字种类：汉满

件数：１
官职爵位Ａ：陕甘总督

责任者：明山

题名：为题请杨班爵承袭甘肃洮州厅土司之职事

贴黄

原纪年代码：０７３４１０００１
原纪年：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

公元纪年：１７６９１０２９
分类号Ａ：Ｆ１５
主题词：甘肃 洮州厅少数民族职官袭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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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目名称：兵科—其他类

国家自由词：杨班爵

范畴词：少数民族职官袭封

地名主题词１：甘肃

地名主题词２：洮州厅

兵部尚书兼部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并兼管甘肃巡抚事兼理茶马

臣明山谨

２．朱批奏折：０４－０１－００６－０２８７－０５３陕甘总督升允 奏为照例杨永隆承袭洮州著逊副千户土司事 光绪

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文献索引信息与路径）
原纪年代码：１２３１０７０１８
电子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６－０００２８７－００５３－００００
缩微号：０４－０１－１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摘抄，共３页）
文件明细

全宗号：０４
类别号：０１
项目号：０１６
案卷号：０４－０１－１６－０２８７
档号：０４－０１－１６－０２８７－０５３
缩微号：０４－０１－１６－０５３－２２９７
文种：朱批 奏折

件数：１
官职爵位Ａ：陕甘总督

责任者Ａ：升允

题名：奏为照例杨永隆承袭洮州著逊副千户土司事

原纪年代码：１２３１０７０１８
原纪年：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分类号Ａ：Ｆ１５
Ａ国家民族１：５７
Ａ地区１：６１
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 宫中朱批奏折

文件号：５３
另外，中国近代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申报》于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八（１９０６

年１月２日），在１６版刊登头品顶戴尚书衔、陕甘总督升允，奏为土司照例承袭折：
头品顶戴尚书衔、陕甘总督升允跪奏，为土司照例承袭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接管卷内洮

州署（着）逊副千户杨渐荣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病故，当经报部在案，并令照例承袭后

嗣。据甘肃布政使何福转，据洮州同知张彦笃详称：查有杨永隆，现年二十七岁，系已故洮州署

（着）逊副千户土司杨渐荣之嫡长子，堪以承袭。造具顶辈宗图册结，并杨渐荣原领号纸，呈由

该管府道核明，结转到司。该司查得杨永隆承袭土司，与例相符，加结详请具奏前来。前督臣

未及核办，移交奴才，复查属实，自应准其承袭，以重职守。除册结、宗图、号纸分送部科外，理

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
九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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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对杨永隆承袭洮州着逊副千户土司的奏折全文予以转发，以昭告天下，这足以说明是时土司

及土司承袭的重要性及社会影响之大。

３．根据奏折内容，卓逊土司的职务类别为世袭武职土司，最高管理机构为兵部。

４．奏折的特点：繁文缛节，照原题请件内容一字不落地逐级加结抄报，逐级下达批复。通过繁琐的

程序可清楚地呈现土司承袭的路径和最高管理部门。

三、题奏程序

土司本为国家治边、安边的制度设定，土司的承袭为属地管理，由所在厅（府）逐级题呈，如“洮州同

知严长宦，详据已故土司杨国成族舍杨逢春呈称，已故土司杨国用并未生育子嗣，阵亡土司（堂叔）杨国

成生有二子，长子杨绣春过继杨国用为子，例应袭职”①。程序是：首先由舍族（族人）禀报—洮州厅—洮

岷（巩秦阶道）—巩昌府—甘肃巡抚（甘肃布政使）—陕甘总督—兵部武选司（按类划分到兵科，属高职

类）—兵部议奏—皇帝。
准奏批复逐级下达：

皇上睿鉴敕勅部议

复施行谨题请

题为家主病故事，该臣查得洮州世袭土千户杨绍先病故乏嗣，例应伊弟杨绍祖承袭，缘杨

绍祖外出未归，土务未便乏人。经前抚臣鄂昌咨请，令绍先之妻赵氏暂行代理。经部复，允令

俟杨绍先回日，题请承袭等因。另据布政使明德称，应袭土司千户杨绍先今已回洮。查杨绍先

见年三十四岁，为人谨饬，熟悉番情，以之承袭土司，番民悦服，与例相符。取 其 宗 图、亲 供 册

结，加具厅结，同原领号纸，由府、道、司处行加结。呈送请题前来，臣复查无异，除宗图号纸册

结送部外。
蒙此，前署司遵即备移洮岷道转饬遵照在案。②

四、承袭序列与条件

（一）承袭序列

综合五份奏折的内容，按惯例，土司承袭序列一般为父亡子承；无子嗣，例应由已故土司胞弟承袭，
子年幼或土司伊弟远在他乡，一时不能接替，可由土司夫人暂为代理③，如夫人不服众望，可由亲房堂兄

（弟）协办④。
如题为请袭事，据甘肃布政使杨昌濬详准，巩秦阶道咨据巩昌府转，据洮州同知喻克容详称，据厅属

著逊代理副千户杨渐荣呈称，遵查原袭土司杨绣春于同治二年被害，曾以其次子杨景春呈请兼袭云骑尉

世职，尚未请领诰勑，旋即病故。渐荣系属嫡堂孙过继杨绣春为嗣，例应承袭。遵既循例取其各结，并造

具宗图册结，申齐核转等情，由该管厅查明属实，呈由府、道依次加结，转咨到司，该司复查，与袭替之例

相符。所有送到册结应详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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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家第一档案馆（北京）“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５０２７－００３０陕甘总督兼管甘肃巡抚事布彦泰 为题请杨秀春承袭甘肃洮州厅副千户土司之

职事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国家第一档案馆（北京）“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１４０４－００１２甘肃巡抚吴达善 为题请甘肃洮州世袭土司杨绍先病故事，乾隆二十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

国家第一档案馆（北京）“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１４０４－００１２甘肃巡抚吴达善 为题请甘肃洮州世袭土司杨绍先病故事，乾隆二十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该臣查得洮州世袭土千户杨绍先病故乏嗣，例应伊弟杨绍祖承袭。缘杨绍祖外出未归，土务未便乏人。经前抚臣鄂昌咨请，

令绍先之妻赵氏暂行代理。

土司杨绍祖于乾隆二十六年九月间病故，伊子杨班爵年幼不能承袭。伊妻番女不服众望，请令伊亲嫡（嫁）杨赵氏同堂兄杨绍宗

协办，俟杨班爵年岁合例另请袭替，咨部允准在案。



题等请到臣，该臣查核，齐到宗图内开应袭洮州著逊副千户杨渐荣现年三十八岁，系被害

土司杨绣春嫡侄孙，照例应准承袭。
兹据布政使杨昌濬转详请袭前来，臣复查无异。除宗图册结分送部科外，相应具。
题伏祈

皇太后

皇上圣鉴勑部

核复施行谨

题请

旨

（陕甘总督兼管印）①

据此可知，土司职位的第一合法继承人为嫡长子，若子年幼，可由其母或叔伯暂为代（协）理；长子未

及袭职病故，次子顺袭；其次为已故土司胞弟，不得已则由堂侄或堂孙承袭，但必须严格审查，按程序奏

报。
（二）袭职条件

１．边政所需

土司袭职与否要权重是时地方需求，非凡土司必须承袭。如“洮州世袭土千户杨绍先病故乏嗣，例

应伊弟杨绍祖承袭。缘杨绍祖外出未归，土务未便乏人”，并强调“该土司有把守关隘，管束番民之责，不
便乏人”②，说明土司在当时、当地社会稳定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２．明察暗访

土司是封建中央王朝设在民族地区的稳定器，土司的设置与否，乃至有序承袭事关民族地区的社会

稳定、民族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土司在承袭之前，相关管理部门首先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考察

应袭土司本人在当地百姓当中的影响，是否得民心、合民意。若其他条件与例相符，但承袭者还未达到

法定年龄或远离他乡不能接替时，可由已故土司夫人代理土务；若夫人有负众望，则选族内堂兄弟协理，
并报备在案，待条件成熟，再行呈报。如查得洮州土司杨绍祖于乾隆二十六年九月间病故，伊子杨班爵

年幼不能承袭。伊妻番女不服众望。请令伊亲嫡杨赵氏同堂兄杨绍宗协办，俟杨班爵年岁合例另请袭

替，咨部允准在案③。又“据代理赵氏呈报，应袭杨绍祖系已故土司杨绍先胞弟，见年三十四岁，为人谨

饬，熟悉番情，以之承袭土千户”。④

３．合法年龄

综合奏折内容，土司袭职的合法年龄应为１５岁，若其他条件具备，年龄达不到法定时限，则报备在

案，只能等到合法年龄才准予袭职。
兹准巩秦阶道毕沅移巩昌府知府吴泰详准洮州抚番同知木和伦申据代办洮州土司事杨绍

宗，呈称遵查杨绍祖于乾隆二十六年病故，例应嫡子杨班爵承袭父职，因班爵年岁未及，是以详

请代理土务。
今查杨班爵现年已十五岁，与承袭之例相符。兹准该道查明，遵照新例，取其宗图支派，并

年貌亲供，及邻封土司印甘各结，同原领号纸一并移送前来本司，复核无异。
题前来，臣复查无异，除册结号纸分送部科外，相应具。
题伏祈！

—８３—

①

②

③

国家第一档案馆（北京）“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５５８６－００００１陕甘总督谭钟麟 题请杨渐荣承袭甘肃洮州着逊副千户事 光绪八年四月初四

日”。

④　国家第一档案馆（北京）“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１４０４－００１２甘肃巡抚吴达善 为题请甘肃洮州世袭土司杨绍先病故事，乾 隆 二 十 年 十 二

月二十四日”。

国家第一档案馆（北京）“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２１７０－００３０陕 甘 总 督 明 山 为 题 请 杨 班 爵 承 袭 甘 肃 土 司 之 职 事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十 月 初 一

日”。



皇上睿鉴敕部议复施行谨

题请①

４．逐级查验

土司承袭要逐级查验，层层负责，责任到人。先“取其宗图、亲供册结，加具厅结，同原领号纸，由府、
司处行加结”②备案，并提报建议。由此可见，为避免冒名顶替、家族纠纷，必须随题请呈报本土司的宗

图家谱、族舍分支，奏明承袭者的年龄、相貌，并附最初赐封的原领号纸及族人、相邻土司提供的举荐文

书，说明逐级查验在土司承袭过程中的重要性。

５．辅助材料

土司承袭相关各种利益，免不了出现徇私舞弊。为了避免舍族间发生纠纷与诉讼，政府管理部门制

定了相应的杜绝措施，在原来的基础上，除提供宗图、号纸、亲供册结等之外，“照依新例，绘造宗派全图，
开具阶辈袭替世次、年貌、籍贯、清册亲供，邻封印甘各结，具文申齐，仰恳核转等情到厅”③等。在理清

宗亲支系及与相邻土司领地四至无涉，并加以举证的前提下，同原领号纸一并移送前来本司，复核无异，
经部议奏皇帝。

因此，土司家族非常重视对宗图族谱、原领号纸的修补与保存，将宗图族谱装在“神祖”匣中，常年供

于中堂坛桌之上，每逢除夕出示以供族人祭拜。

五、结语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历来是中央治理边疆的前沿阵地，在这里设立土司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

“因俗而治”传统思想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的制度设定，应属于制度文化的研究范畴。作为

制度文化研究，其内容比较丰富，包括内外设置的组织机构、管理层级、兵备制度（兵员限额、哨卡防守、
更卒时间，上马为兵，下马为民）、土司与宗教（政教合一）、土地制度（兵马田及获得或辞退的条件、程序，
千户世袭田，自营田）、徭役赋税（出兵、派工，劳役、实物地租）、习惯法等等。明洪武至永乐年间，朝廷在

甘肃洮州地方赐封百户、副千户、千户者七十有余，其中除少数民族土司外，其他多为军功褒奖，自然消

减，无世袭案例，只有“三土司，五僧刚”等少数民族土司及僧职职位因地方稳定、宗教和顺、民族团结之

需要而沿袭至清末乃至民国初年。
土司不同于部落首领或土豪、酋长，它是朝廷对归顺、有军功或对地方稳定有功者的敕封，并在国家

设定的制度体系中有序运行，是与地方政府形成“土流共治”的双重管理体系；也有称土司和“流官”的管

理职能是“土流参半”，这种提法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商榷。“土”和“流”的概念是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
“流”官，用当今的话语，是指体制内政府任命的官员；而“土”官，则似为体制外不入流的编外官员。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流”官实行任期制，所以有“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官”一说，且“流”官多为汉族，没有地域

限制；“土”官则产自本土，以“本土之人，司本土之事”，是中央政府有效治理民族地方而设置的封建世袭

官职，受属地管理，在“土流共治”的管理过程中，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并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建构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陈季君，党会先，陈旭．播州土司史［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李良品，李思睿，余仙桥．播州杨氏土司研究［Ｍ］．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杨士宏，杨士钰．甘肃洮州卓逊杨土司简传［Ｍ］．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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