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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猺蠻”到“邊衛”  

——明清時期湖南永明縣瑤人的身份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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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普通話 

   本研究聚焦明清時期湖南永明縣“四瑤”的形成和變遷史。位於湘南桂北

交界帶的永明縣地處五嶺之都龐嶺與萌渚嶺的環繞當中，明初，借鉴前朝在此

地的統治政策，相繼設立了兩處千戶所並輔以巡檢司，其主要目的在於遏制被

認為以“猺”為主的地方不安定因素；然而，最遲至清中期，防控“猺蠻”的

王朝軍事力量已漸趨衰微乃至不見，以“猺”為主的鄉團（團練）成為地方安

篤的主要依賴力量。在廣西恭城、富川等地“粵猺”變亂事件“無歲無之”的

清前期，與之一山之隔的永明（明清時期江永舊稱）卻令人意外地保持了相對

安定的局面，這相對於明朝及之前不斷有“鄉賊”、“猺蠻”作亂的情形來說

無疑是巨大轉變，而與這一轉變相伴隨的正是永明境內的“猺”由被防範對象

向作為“邊衛”來防範“粵猺”的轉變過程，“四大民瑤”正在這一转变過程

當中形成。推演這一轉變過程，我們將發現，王朝國家對作為文化空間與地理、

行政上的邊界意義的“南嶺”（“五嶺”）的認知和態度深刻影響了此地族群

關係的演變特別是“民”與“猺”的關係演化乃至地方社會的重構。自稱“猺

人”的地方族群則主動地援引王朝話語，并不斷挪用、改寫或重構地方社會的

歷史記憶，將其無聲地納入當時的王朝政策中去，運用修譜、刻碑等文字記錄

來不斷創造和延續可資援引的歷史敘事，從而建構了非漢非猺、亦民亦猺的

“民猺”身份并在這一身份之下有效地組織和安排本地的社會結構與秩序。  

如有查詢，敬請聯繫任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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