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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鄂西南土家族诸蛮洞及土司史迹考
1

田敏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摘要】土司时期是土家族重要的历史时期。土家族土司始于元代,但相关的文献记载并不

多，且相互矛盾之处多见，使得元代土家族土司历史一直较为模糊。通过对最为典型的鄂西南土

家族土司的元代史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对记录土家族蛮洞活动与土司设置的诸多矛盾史料

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考据，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元代鄂西南土家族蛮洞分布与土司设置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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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时期是土家族重要的历史时期。土家族土司制度从元代开始形成，历经明、清两代，至清雍正十

三年改土归流,有着长达四百余年的历史。明清两代土家族土司的活动与史迹，见于文献较多，且相对完整，

但有元一代的史迹与记载，则多阙如，只零星散见在各类文献中,且许多材料语焉不详，前后矛盾之处甚多。

所以，一直以来，关于元代土家族土司的历史面目并不十分清晰。自秦汉至元，鄂西南地区一直是土家族

先民活动频繁的世居之地,这里的土家族先民是当今土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元代鄂西南土家族土

司的史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以期形成元代鄂西南地区土家族土司较为系统的历史面相。

一、散毛诸蛮洞的归附与散毛、师壁、又巴诸土司的始置

1.散毛诸蛮洞的归附。元朝对鄂西南地区的占领，最早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 年）。据《元史•

世祖本纪》及《元史•阿里海牙传》载：至元十二年四月，阿里海牙率元军攻至两湖间,破沙市，入江陵，

又“分道遣使招谕未下州郡”，“传檄郢、归、峡、常德、澧、随、辰、沅、靖、复、均、房、施、荆门

及诸洞，无不降者”。至此，今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北、东、南三面均为元军所占领，世居于此的土著蛮

酋们不得不适应新的形势，投附于元朝。

又巴、散毛洞是最初归附元朝的鄂西南蛮洞。《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六年（1279 年）正月，

“诏谕又巴、散毛等四洞番蛮酋长使降”。散毛蛮此前已见于史籍,万历《湖广总志》卷 66 云：“蔡邦光，

至元十三年（1273 年)攻施州，夺其城,征散毛，卒。”蔡邦光，元朝征南元帅,在此次征讨散毛的战役中

身死，这说明至元十三年，元朝已开始了对鄂西南土酋的征服，而当时的散毛洞蛮具有相当的实力。《元

史•杨文安传》载：“辩士玢谕降散毛洞蛮，以散毛两子入觐，因进言曰：‘元帅蔡邦光昔征散毛蛮而死，

可念也。’”至元十七年（1280 年）七月，元世祖“赐招收散毛等洞官吏衣缎”
[1]
，表明世祖对征服散毛

等鄂西南诸洞的重视。

散毛土酋的归降是一个标志。此后,鄂西南诸洞土酋相继附元。《新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七年，

施州市备、大盘、散毛等洞纳款”；十八年,蛮酋向贵誓用等降
[2]
；十九年九月，蛮洞（又巴洞）向世雄兄

弟降
[1]
，十一月，“四川大盘洞向臭友等人朝

[3]
”。从诸史籍的记载看,这一时期，以散毛、又巴、大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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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市备（师壁）、容美等洞为代表的鄂西南诸洞土酋都归附了元朝。以今之地理观之,散毛洞在今鄂西南

来凤县境，又巴洞在今宣恩县境，容美及大小盘洞在今鹤峰县境，师壁洞则在来凤与宣恩县之间。

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七月，又巴、散毛洞举行大规模的反抗，元世祖“敕荆湖、四川两省合兵讨

又巴、散毛洞蛮”。“时思路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蛮僚叛服不常，往往劫掠边民,乃诏四

川行省讨之。”又巴、散毛的反抗正是当时诸界蛮叛中，记载明确、规模最大者之一，故成为这次大征讨

的主要攻击点。这次大征讨以时任四川南道宣慰使之李忽兰吉为帅，兵分四路，“凿山开道，绵亘千里，

诸蛮设伏险隘，木管竹矢，伺间窃发。亡命迎敌者，皆尽杀之。遣谕诸蛮酋众率众来降。
[4]
”这次大规模

的征讨活动，最后是以散毛酋长谭顺的“力屈始降”而结束，再次证明至元间的散毛洞在鄂西南诸洞蛮中，

是势力最大者。此役后，元朝对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统治才最终确立并稳定下来。

从以上看，元初至元年间，鄂西南洞蛮部落众多，实力最强者为散毛、又巴二洞，因而多见于史。元

朝在鄂西南最早建立的土司衙门，也就在这里。

2.又巴安抚使授职。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年（1283 年)六月，以向世雄等为又巴洞安抚

大使及安抚使，此为元代在鄂西南较早授予的土司职衔。

3.师壁洞安抚司考。《元史•世祖本纪十三》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七月，“赐师壁洞安抚司、

师壁镇抚所、师罗千户所印。”师壁洞《元史•地理志》作神壁洞。师壁洞与散毛洞是何关系？这是一个很

容易混淆史家的问题。嘉靖《湖广通志》卷 20“施州”云:“散毛废，师壁宣慰司，初为师壁洞，元至元

十五年（1278 年）二月，置师壁宣慰司，三十年四月改宣抚司，领师壁镇抚所、师罗千户所。”同治《来

凤县志》卷 4“地舆志•沿革”亦云：“至元中，又置神壁洞宣慰司，在县东南十五里之散毛关，本名师壁

洞，寻改宣抚司，领师壁镇抚所、师罗千户所。”此所载师壁宣慰司，并不见于《元史》等正史，《元史•

地理志》所列宣慰司、宣抚司衙门下并无，而在安抚司衙门下有师壁洞，故应以采信师壁安抚司为宜。

据《元史•顺帝本纪》，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四月，“师壁安抚司土官田驴什用、盘顺府土官墨

奴什用降”，说明到元末为止，师壁安抚司仍存，这与至元间赐师壁安抚司印的记载是一致的。《来凤县

志》卷 27"土司志”又称,师壁洞“前时或见散毛或并入散毛”。看来,师壁洞为散毛洞近邻，元朝廷为了

牵制散毛，在其临近又设置一个师壁土司，应属历史事实。

4.散毛土府的设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三十年（1293 年）四月，师壁、散毛勾答什王等,各

授蛮夷官，赐以玺书。三十一年四月，“四川散毛洞覃顺等来贡方物，升其洞为府。”此处散毛洞覃顺当

即至元二十一年被李忽兰吉等四路大征讨、“力屈始降”的谭顺无疑,后世散毛土司世为覃姓，谭即为覃。

土府是文职土司中级别最高的衙门，元朝在散毛洞地设置府级大土司，授其酋长覃顺为土知府，表明朝廷

对散毛洞蛮的重视，特设高级别土司以安抚之。

散毛土府及师壁、又巴二安抚司的设置,对这一地区各蛮洞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此后直到元

末，这一区域反朝廷的土著反叛活动甚少。

二、容美诸洞蛮的活动与容美诸土司的设置

至元以后，频见于史的是鄂西南东部地区以容美洞为首的诸洞蛮。容美洞，诸史又称容米洞或新容米

洞（今湖北鹤峰县），始见于史的年代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招捕总录》四川门至大元年三月

条载：“大弟什用集洗王不鬼、散毛洞等兵侵者等对抗洞，既其出降，遗墨施什用、答是什用赴阙。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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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州巴东县唐伯圭（巴东知县）言：十七洞之众，惟容米洞、罔告洞、抽拦洞有壮士兵一千，余皆不足惧

也。若官军讨之,可分四道：其一，自红砂寨直趋容米、玩珍、昧惹、卸加、阿惹、石驴等洞；其一，从苦

竹寨抵桑厨、上桑厨、抽拦洞；其一，由绍庆至挲摩、大科、阳蔓师、大翁迦洞；其一，征又巴洞向十万、

大帝什用洞兵接应，如此可平。”又《新元史•地理志》四川等处行中书省诸部蛮夷新容米洞条载：“容美

即容米也。至大元年，唐伯圭言：十七洞之众，惟容米洞、罔告洞、抽拦洞有兵一千。”《新元史》所载

是对《招捕总录》记载的转录。此一史料，称得上是元史史籍中，记载鄂西南土家族洞蛮史迹最为详细的

一条重要材料。

1.“容美十七洞”考。以往的研究对“十七洞之地”或关注不够，或未予深究，本文略考以证之。所

谓“十七洞之地”，在上述这段记载中已见其大半，其中：

常丰洞。史料中的大弟什用应是常丰洞土酋，《招捕总录》广西两江门下载：“至大二年（1309 年），

常丰洞蛮大弟什用纠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蛮劫掠永宁之阿那禾砦。”书的作者将这条史料系于广西两江

门下是明显的失误,因为散毛洞在鄂西南来凤境。又据《宋史•地理志》，施州（今湖北恩施市）有永宁寨，

故大弟什用所劫永宁之阿那禾砦等也当在今恩施市境内。大弟什用“纠集”散毛等洞蛮劫掠施州，可证常

丰洞在今恩施以南宣恩、来凤接壤之地。

阿者洞。“侵者等洞”，应该是“侵阿者等洞”，阿者洞见《新元史•地理志》“诸部蛮夷”条,隶怀

德府，在明清容美土司境内。

玩珍洞。《新元史》作坑珍，坑可能是“玩”之形误，今鄂西南宣恩县中部明清忠洞土司境内有一个

珍山，东与明清容美土司境相邻，疑与玩珍洞地名相关。

卸加洞。《新元史•地理志》“诸部蛮夷”条下列有谢甲洞，隶怀德府，应就是《招捕总录》中的卸加

洞，也在明清容美土司境。

桑厨与上桑厨。应即元时属新添葛蛮安抚司的上桑植、下桑植，即今湘西桑植县、明清桑植土司地，

与容美土司地相连。

抽栏洞。抽拦洞与桑厨并列，为唐伯圭所言四路进攻线路南线的攻击点，说明抽拦洞在容美与桑厨洞

附近。.

大翁迦洞。《读史方舆纪要》卷 182“施州卫大旺安抚司”云：“元时以大旺地大翁迦洞属师壁安抚

司。”可知大翁迦洞即后来的大旺土司，地在今来凤县中、东部,与容美土司境相邻。

从巴东知县唐伯圭所言的进攻路线也能佐证以上诸洞蛮的地理方位。

其一，“自红砂寨直趋容米、玩珍、昧惹、卸加、阿惹、石驴等洞”。据雍正《湖广通志》卷 13"关

隘志•巴东县红砂堡”条、《大清一统志》卷 273“湖北宜昌府关隘门红砂堡”条、光绪《巴东县志》卷 1

“县疆域图后二都分图”等记载可知，元时红砂寨即明清红砂堡，在今巴东县南境。由于此地邻近容美，

明清以来，一直派兵驻守，是巴东县南扼防容美土司的主要关隘之一，故自红砂寨趋容米等诸洞，实为自

北向南的进攻线路。容美、玩珍、卸加诸洞已如上考均在容美土司今湖北鹤峰境，昧惹、阿惹、石驴诸洞

也当在容美土司境。



4

其二,“从苦竹砦抵桑厨、抽拦洞”。考苦竹砦(寨），今湖南桑植县东的石门县西北有苦竹溪，慈利

县地有苦竹山
[5]
,应该就是苦竹砦的所在，由苦竹砦抵桑厨至容美境，这是自东向西的进攻，可知苦竹砦、

抽栏洞在容美土司东境,今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接壤之地。

其三，“由绍庆至挲摩、大翁迦洞等洞”。元绍庆路治今渝东南彭水县，大翁迦洞在今鄂西南宣恩县

中、东部，可知，这是自西向东的进攻路线。

其四，“征又巴洞向十万、大帝什用洞兵接应”。又巴洞在今宣恩县境，在容美洞南部；大帝什用应

即“大弟什用”，常丰洞主，在宣恩、来凤之间。这是南路的接应军队。

从上述看，唐伯圭建议的进攻路线，分东、南、西、北四路，兵锋所指是以今鄂西南鹤峰县为中心的

明清容美土司及其邻近地区。号称“十七洞之地”，表明该地区元代前期还是一个诸多蛮洞各自为阵，同

时又相应地结为一个地区集团的土著群体。这一区域的土著群体,应不包括又巴、散毛、师壁等当时势力已

颇为强大的诸洞。从地理方位上看，虽然都在鄂西南这一大区域内，但前者在西、后者在东。从土司建置

上看，前者散毛土府、又巴、师壁安抚司立于前，而后者怀德府、盘顺府立于后。需要注意的是，“十七

洞”之说并不绝对，以后又有“九洞”、“十二洞”、“二十一洞”诸说，均见于《元史》。
[6]

上文提到“有壮士兵一千”的容米洞、罔告洞、抽拦洞等三洞中，罔告洞此后不见记载,抽拦洞在元末

置长官司，惟容米洞（容美洞）逐渐成为这一地区各蛮洞的首领。《元史•武宗本纪二》载，至大三年(1310

年）四月，“容米洞田墨纠合蛮酋,杀千户及戍卒八十余人，俘掠良民。”《元史•泰定帝本纪一》载，泰

定元年（1324 年）十二月，“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为寇，四川行省遣使谕降九洞，余发兵捕之。”

三年四月，“容米洞田先什用等结十二洞蛮寇长阳县，湖广行省遣九姓长官彭忽都不花招之，毋先什用等

九洞降，余发兵讨之。”容美洞成为地区蛮洞首领，不断扩充势力，频频活动，对外扩张,引来朝廷对它的

多次剿捕。因多次东侵长阳，使得当时的长阳县不得不设梅子八关以备之，《大明一统志》卷 62云：“梅

子八关，倶在长阳县，四临江南，四临江北，元时建以备洞蛮也。”（此处江指鄂西南清江）

2.容美土司的设置。《元史•武宗本纪二》载，至大三年（1310 年）十一月，“尚书省臣言……四川

行省绍庆路所隶容米洞田墨，连结诸蛮,攻劫麻寮等寨,当调兵讨捕,遣干户塔术往谕田墨施什用等来降。宜

立黄沙寨，以田墨施什用为千户。”田墨施什用即田墨。容美千户的设置，应是容美土司设置之始。

关于容美土司的始置，同治《宜昌府志》卷 3“沿革”曰：“至正十一年（1351 年），立四川容美洞

军民总管府,志鹤峰设官之始也。”民国《湖北通志》卷 14“舆地志”又曰：“（明）正德十五年（1520

年），容美宣抚同知田世琪奏，获镇南军民府古印,为始祖田始进开熙二年颁给，乞改宣抚司为军民府,部

议不当更,古印宜缴，从之。开熙当为开禧之伪，是容美设土官，自南宋时已然，而四氏世袭者历数朝。”

南宋开禧时在容美洞地是否置镇南军民府，《宋史》未载，明代土司有许多假借名目以求升职的事例，古

印真伪本难认定，故以容美之设土官自南宋始，尚难置信。至正十一年立容美洞军民府见诸《元史》，但

至大三年以田墨施什用为黄沙寨土千户在前，土千户虽然不过是一个小土官，但终究是朝廷正式任命的，

所以，鹤峰设官之始或曰容美设土官之始，严格说起来，不应始自至正十一年立军民总管府，而应溯自至

大三年田墨什用任容美黄沙寨千户之时。

由于容美诸蛮洞反叛不断,到元朝中后期，朝廷更加注意采取招抚政策，广泛授各蛮洞土酋为大小土官，

同时，又设巡检司以控制之。泰定四年（1327 年)六月，“绍庆路四洞蛮酋阿者等来降，并命为蛮夷长官，

仍设巡检司以抚之。
[7]
”所谓阿者四洞，即《新元史•地理志》所载延佑七年（1320 年）“人寇”的谢甲洞、

阿者洞、恩石洞、安坝洞，均在容美洞地区。四洞在泰定末年为朝廷招降，于其地遍立长官司。又据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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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1331 年）二月，元朝在容美“生蛮十二洞”地遍立长官司。此后的几年

时间里,容美诸洞包括散毛地区各洞，与元朝的关系大为改善，朝贡不绝。至顺二年七月，“怀德府洞蛮二

十一洞田先什用等以方物来贡”；三年四月，“四川师壁、散毛、盘速出三洞蛮野王等二十三人来贡方物，……

四川大盘洞谋者什用等十四人来贡方物”
[8]
。

3.怀德土府考。由于容美等众多蛮洞的存在及其频繁活动与势力扩张，至大二年（1309 年），元朝在

此设怀德府。

怀德府的设置时间见《明史•地理志》：“上爱茶峒长官司、下爱茶峒长官司:二长官司俱元容美洞地，

至大二年，置怀德府属四川南道宣慰司。“

怀德府地望，史籍有不同记载。《元史•地理志三》将怀德府与绍庆府并列，曰“领州四，阙。来宁州、

柔远州、酉阳州、服州，皆阙。”《新元史•地理志六》也将怀德府与绍庆路并列，以怀德府领来宁等四州，

其中酉阳州下注云:“宋思州，又改酉阳州，元初因之，领县三：务川、中水、宁夷。”而《蒙兀儿史记•

速哥传》则载：“（至元）五年，立德州。注《元史》地志：四川省无德州，有怀德府，注云阙，而所隶

来宁、柔远、酉阳、服州，注云皆阙。它三州不可考，而酉阳则至今未改名，可略知怀德府地望所在矣。”

从上引史料看，《元史•地理志》以怀德府为“阙”，说明作者并未将怀德府地点定在容美洞地区，《新元

史》比《明史》晚出，也并未采用其怀德府在容美洞地的观点，同时指明，怀德府下之酉阳州即渝东南之

酉阳州。同样晚出于《明史》的《蒙兀儿史记》则明确认为，既然酉阳州即渝东南酉阳州，从酉阳州的地

理“可略知怀德府地望所在矣”。也就是说，《蒙兀儿史记》的作者认为怀德府地望在酉阳州所在的渝东

南地区。尽管《元史》与《新元史》并未明确这样写,但或许这也就是二史将怀德府并列于渝东南绍庆府(路)

之理由。

笔者认为,怀德府应在容美洞地区,应是以容美洞蛮为基础设置的土府，考证如下。

《元史•文宗本纪四》载，至顺二年（1331 年）七月，“怀德府洞蛮二十一洞田先什用等以方物来贡，

还所虏生口八百余人,给其家。”田先什用即容美洞主，《元史•泰定帝一》载，泰定元年（1324 年）十二

月，“夔路容米洞田先什用等九洞为寇”，三年四月，“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结十二洞蛮寇长阳县”。田

先什用既称怀德府洞蛮，又为容美洞主，自然怀德府在容美洞地区。又据《蒙兀儿史记•图帖睦尔汗纪》，

至顺二年（1332 年）二月，“四川行省招谕怀德府驴谷什用、田先什用等四洞及生蛮十二洞，皆内附，诏

升其府为宣抚司”。据《新元史•地理志六》，驴谷什用为阿者洞主，“阿者洞：延佑七年(1320 年），慈

利州贼结怀德府阿者洞驴谷什用等人寇。”此处“慈利州贼”即慈利州山民贞公，见《新元史•英宗本纪》

载:延佑七年九月，“慈利州山民贞公纠合诸洞蛮酋叛”。阿者洞既能与慈利州“贼”合谋为寇，表明它处

在今湖北鹤峰与湖南慈利交界地带的容美洞地区。又同治《恩施县志》卷 8武勋曰：“李达可:至大中，谢

甲、阿者、容美等洞叛，行省辟达可往招谕之，酋长出降，因设十寨控扼之。”阿者与谢甲、容美等洞合

叛，也是其在容美洞地区的证明。《蒙兀儿史记》将阿者洞主驴谷什用称为怀德府驴谷什用，以阿者洞在

容美洞地区，则又可说明怀德府也在容美洞地区。

以怀德府所辖酉阳州、服州、柔远州、来宁四州地望分析,怀德府在容美洞地区也属可信。酉阳州即位

于渝东南之酉阳州（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元史•地理志》等已指明。服州，无其他史料

可考。余两州可考如下。

柔远州，《新元史•地理志六》“诸部蛮夷•散毛洞”下云:“元初为柔远州”。《读史方舆经要》卷

82“施州卫散毛宣抚司”也云：“宋为羁縻富州地，寻为柔远州地，元初因之，寻曰散毛洞。”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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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远州就在散毛洞地。至元三十一年置散毛府后，柔远州之称应不再指散毛之地，据《元史•英宗本纪》载：

至治二年（1322 年）十二月，“绍兴路柔远州洞蛮把者为寇，遣兵捕之”。中华书局本《元史》校勘记注：

“按本书卷六地理志，柔远州属四川怀德府，与浙江绍兴路无涉，此处书绍兴路，史文有误。”校勘没有

指明具体是何误，其实绍兴路很明显即绍庆路之误。《元史•泰定帝本纪二》载：泰定四年（1327 年)六月，

“绍庆路四洞酋阿者等来降，并命为蛮夷长命，仍设巡检司以抚之”。这里的阿者即前文的“把者”，也

即前已论定属于容美地区的阿者洞。容美洞地区在元初曾一度归属于绍庆路，泰定以后才转归夔路，故《元

史》、《新元史》往往又把容美诸洞列在绍庆路下。以把者（阿者）洞在容美地区，所谓绍兴(庆)路柔远

州也当在容美洞地区。

来宁州，据《元史•武宗本纪》载：至大三年(1310 年）十一月，“尚书省臣言……绍庆路所隶容米洞

田墨连结诸蛮，攻劫麻寮等寨,……遣千户塔术往谕田墨施什用等来降以田墨施什用为千户、廖起龙为来宁

州判官、田恩远为怀德府判官。”据同治《恩施县志》卷 23“选举志”载:“廖启龙，崇教乡人，至大中，

容美等洞叛，同千户塔术讽酋长墨施什用出降,升永宁叛官。”比较两条史料，很容易看出，寥启龙即廖起

龙，永宁叛官即为来宁州叛官之误。廖起龙以施州土人同塔术谕降容美洞酋长田墨，因功与很可能是容美

洞土著的田思远分别授来宁州与怀德府叛官，正与来宁州属怀德府的记载相合,笔者也因此可基本确定来宁

州在容美洞地区。

以上，怀德府属四州除服州无考外，其余三州有两州在容美洞地区，由此，可以大致判明，怀德府的

主要辖地在鄂西南容美洞地区。而至于该府为何又包含渝东南酉阳州地而有之，尚可存疑，因为酉阳州在

散毛之西，怀德府若辖有酉阳,势必跨散毛土府而领之，于理不符。

元至顺二年（1331 年）二月，诏升怀德府为宣抚司
[8]
。元代在民族地区设置的宣抚司为土司无疑，从

怀德府升宣抚司，也能反证怀德府是土府。

4.盘顺土府的设置。容美地区大盘洞因朝贡而得到元朝的额外恩宠，于其地立盘顺土府以抚之。《元

史•顺帝本纪一》载：元统二年（1334 年）正月，“四川大盘洞谋谷什用遣男谋者什用来贡方物，即其地

立盘顺府，以谋谷什用为知府”。

关于盘顺土府的设置时间，《元史•顺帝本纪五》又云：至正十二年（1352 年）三月，“四川未附生

蛮向亚甲洞主墨得什用出降，立盘顺府”。据《新元史•地理志》，向亚甲洞即谢甲洞。谢甲洞与阿者洞同

在容美地区已如前述,说明盘顺府也是在容美地区。至于设府时间及土酋姓名的不同，民国《湖北通志》卷

14 巳有考：“墨得什用当即谋者什用，前既立府，以其父为知府矣。十二年复云立府，盖一事而误复出者。”

可知两条史料人物并不矛盾，而立府时间则应以前说元统二年为准。《明史•地理志》记明代盘顺长官司沿

革，也谓“元元统二年正月，置盘顺府”，可证此说。

三、元末土司势力扩张及鄂西南土司格局的形成

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 年），爆发大规模的红巾军农民大起义。鄂西南地区正处在徐寿辉红巾军的活

动范围之内，为了牵制、抵御和削弱天完红巾军的攻势，元朝对鄂西南土司蛮酋采取了拉拢优待的笼络政

策。一方面,普遍超常提升原有上司的官品规格，同时又新授大量土司职衔,给土家族土司势力的发展带来

了契机。

元末，鄂西南诸洞蛮反叛多见于史。见于《元史•顺帝本纪》的有关记载就有：至正八年（1321 年)元

月，“湖广行省遣使献石壁洞（应即师壁洞）蛮捷”；十一年四月，“师壁安抚司土官田驴什用、盘顺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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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官田墨奴什用降”；十二年三月’“四川未附生蛮向亚甲洞（即谢甲洞）主墨得什用出降”等等。诸蛮

洞频繁的反叛活动,说明元末天下动乱之际,鄂西南诸土司蛮洞也都跃跃欲试，借机扩张势力，而一旦被朝

廷招降，授予职衔或将原有土司职衔提升，其扩张势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元末鄂西南诸洞蛮的活动主要

也就体现在反叛与征讨以及土司职衔的升降中。

元末鄂西南诸蛮洞的活动与土司的升降裁汰，各史、志记载矛盾，错讹处甚多，史家若只引一面之词,

则难免以讹传讹。特梳理考证如下：

1.宣慰司的设置。（1)施南宣慰司。嘉靖《湖广通志》卷 20“施州”载：施南洞蛮，“至正二年(1342

年）叛,都元帅都磷招降，改施南道宣慰司”。《明史•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卷 82等所载同。鄂西

南设宣慰土司，在整个元代初、中期是从未有过的。元末伊始,就设如此高级别的土司，并且是新立，足见

元朝治蛮政策的改变。

(2)容美军民总管府。至正十年（1350 年），“立四川容美洞军民总管府”[9]。容美洞在元代初、中

期即为鄂西南东部地区诸蛮洞之首，但由于元朝在该地区置有怀德府、盘顺府，因而一直没有在容美本地

设立较大土司，这或许也是当时控制容美的一项策略。此次容美洞军民总管府的设立，是对元初以来容美

土司地位的正式认定，容美土司也藉此机会，使自身的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并逐渐发展成为鄂西南众

土司中的最强大者。

(3)宣化镇南军民府。至正十五年（1355 年），置宣化镇南军民府，又作宣化镇南五路军民府，地在

今宣恩县南境。《元史•百官志》云：“至正十五年四月，命于四川置立，提调军民镇抚所、蛮夷军民千户

所。”该土司属元末新置，并由于其地处湘鄂西南边界要地,很快又升为宣慰司，《读史方舆纪要》卷 82、

嘉靖《湖广通志》卷 20云其“寻更为湖南镇边茅岭洞宣慰使司”。

2.宣抚司的设置。（1)散毛宣抚司。至正六年(1346 年)七月，“散毛洞蛮覃全在叛，招降之，以为散

毛誓厓等处军民宣抚使，置官属，给宣敕、虎符、设立驿铺”
[9]
。元朝曾于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在散毛地区

设立散毛土府，此处不提散毛府而以散毛洞蛮称，说明散毛府或被裁废。

对散毛洞这次升为宣抚司的问题,《新元史》以为应是安抚司，其“地理志”“诸部蛮夷•散毛洞下”

注云：“按《百官志》，有散毛洞安抚司，疑宣抚为字误也。”元末诸土司升降变动频繁，《元史•百官志》

本未能尽数录之,如湖南永顺土司初为安抚司，元末升宣抚，而《百官志》不录，即为一证。《元史•顺帝

本纪》明载散毛升宣抚司事，似不应因《百官志》之阙而换改之。这次散毛宣抚司的设立，一方面是对散

毛蛮的安抚利用，另一方面，也是对其为鄂西南主要土酋势力地位的重新认定。此次授职，还是在散毛洞

反叛的情况下,招降后实施的，元末散毛洞曾不止一次的反叛，如后至元四年（1311 年）十一月，有“四

川散毛洞蛮反
[10]

”。反叛朝廷反而得到提升，是元朝在元末动荡局势下对土家族士司被迫采取的委曲求全

的策略，其笼络、招抚之意十分明显。

(2)容美洞宣抚司。《明史•湖广土司传》称，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二月，容美洞宣抚使田光宝遣

弟光授等归附，说明至正十年所立容美洞军民总管府后又改为宣抚司。

(3)高罗宣抚司。由高罗寨长官司提升
[11]
，地在今湖北宣恩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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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隆奉宣抚司。《明史•地理志》云：“隆奉蛮夷长官司，元隆奉宣抚司。”该司《元史•百官志》不

载，当为元末新置,地在今宣恩县境。

(5)龙谭宣抚司。嘉靖《湖广通志》卷 20作“元置龙谭洞长官司，《读史方舆纪要》卷 82，同治《咸

丰县志》卷 1,民国《咸丰县志》卷 10 等都作安抚司,但《明史•地理志》云：“元龙谭宣抚司，明玉珍改

长官司”，道光《施南府志》卷 2亦同，应以《明史》为是，地在今咸丰县境。

(6)隆中路宣抚司、龙渠洞宣抚司。分别见于《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十二月丙申条与洪武六年十一月

丁已条，有隆中路宣抚司同知南木什用、龙渠洞宣抚使墨吾什于墨备可宜朝贡明廷，纳元所授宣抚印。此

二司应为元末新设，具体地点不详，但应属于鄂西南范围。

3.安抚司的设置。（1)忠孝安抚司。《元史•顺帝本纪五》载：至正十一年（1351 年）七月，“罢四

川大奴管勾洞长官司，改立忠孝军民府”。至正十五年，改忠孝军民府为忠孝军民安抚司
[12]
。

(2)忠义安抚司。至正十五年，罢四川羊母甲洞、臭南王洞长官司,改立忠义军民安抚司。

忠孝、忠义二安抚司均为原长官司升置，其中忠义安抚司为羊母甲洞、臭南王洞长官司升置。据同治

《利川县志》卷 14 载，忠义安抚司当在施南土司境内,其名以后不再见载，当是为施南土司所取代，成为

施南土司的一部分了。

(3)盘顺安抚司。至正十五年，罢盘顺府改立盘顺军民安抚司。盘顺安抚司以后又可能设有元帅府，因

为明初洪武三年（1370 年）盘顺土司归附明朝时,是以盘顺元帅的名目来朝附的
[13]
。

除《元史》上述记载外，鄂西南其余诸土司的升职、新设与变动,多见其他有关史志。其中，原怀德府

“至顺中升宣抚司，至正中又升军民宣慰司”。升职的具体时间，据嘉靖《湖广通志》卷 20，应在至正十

二年（1352 年）。今湖北咸丰县《章氏族谱》称其一世祖覃启送,元末时曾授唐崖宣慰使，民国《咸丰县

志》沿革引之，但《读史方舆纪要》等以其为千户所，该书卷 82 云：“元置长官司，寻更为军民千户所。”

《明史•地理志》与《清史稿•湖广土司传》也都记为千户所，则应以此说为是。

(4)金峒安抚司。《明史•地理志》云：“金峒安抚司,元置。”据民国《咸丰县志》卷 10“土司志”

载，元置金峒安抚司，属施州。地在今咸丰县境。

(5)大旺安抚司。《清史稿•湖广土司传》云：“大旺安抚司，元至正置。”地在今来凤县境。

(6)木册安抚司。《明史•地理志》及诸方志均载元末置木册安抚司,地在今宣恩县境。

4.高级别土司的设置。在以上宣慰、宣抚、安抚司以外，元末鄂西南还有两个高级别的土司，分别为：

(1)忠建军民都元帅府。嘉靖《湖广通志》卷 20、《读史方舆纪要》卷 82、《大明一统志》、《明史•

地理志》等均记载为元末所置，其余诸史志不提置府时间。从元初至元末的具体情势分析，似以元末始置

更符合实际。在今湖北宣恩境。

(2)东乡五路军民府。见于《明史•地理志》及道光《施南府志》卷 2,而《方舆纪要》、嘉靖《湖广通

志》与《清史稿》等均不提置此司，只云明玉珍时改宋、元以来细沙寨，置东乡五路宣抚司，似乎并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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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府之制。但既然《明史》有载，又不可以虚言视之,亦或军民府之置，在元末较早时候，后又废为细沙寨，

明玉珍时再改为宣抚司。在今湖北宣恩境。

5.小土司的设置。除了以上高级别的大土司外，元末也设立了一些小土司，《元史•顺帝本纪四》载：

至正十二年（1352 年）四月，“师壁安抚司土官田驴蹄什用、盘顺府土官墨奴什用降,立长官司四、巡检

司七。”这次四长官司、七巡检司的设置,应视之为元朝削弱大土司势力的一种措施。

除师壁安抚司外，元初、中期活动颇繁的又巴洞安抚司元末不见其名，可能也如师壁安抚司被析置为

众多长官司一类的小土司。这说明元末时期，元王朝在采取笼络政策的同时，也还有相机制约的策略。

综上所述，元至正年开始到明玉珍据蜀以前，元末在鄂西南地区广置土司,整体格局如下：

宣慰司三：施南宣慰司、湖南镇边毛岭洞宣慰司、怀德军民宣慰司。

宣抚司七：散毛军民宣抚司、容美洞宣抚司、高罗宣抚司、隆奉宣抚司、龙潭宣抚司及隆中路宣抚司、

龙渠洞宣抚司。

安抚司六：忠孝军民安抚司、®横军民安抚司、忠义军民安抚司、金峒安抚司、大旺安抚司、木册安抚

司。

长官司：若干。

此外,又有忠建军民都元帅府和东乡五路军民府。

以上可见，元末鄂西南土家族土司设置数量多，级别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只有少数是对原

有土司的提升,而大部分都系元末新置。由此,充分反映了元朝末期,中央王朝对鄂西南土司超常规的笼络招

抚政策，也反映出元王朝政权衰落、鄂西南各土司借元末乱世之机大肆扩张势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

定的新形势。元末众土司的设置、分布格局，成为明初在鄂西南开展土司授职的前提，也为明、清两代鄂

西南土家族土司设置与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础。

至正十七年（1357 年），明玉珍进人三峡川蜀地区，至洪武四年(1371 年）明升（明玉珍子）降明，

明氏占领川蜀之地前后共十数年。处湘鄂川黔边区的土家族土司地区，正在明氏势力范围之内，尤其是鄂

西南地区，更是其与元军及陈友谅军对抗的前沿阵地。明玉珍为了要牢牢守住川蜀一隅，稳定政权，对鄂

西南土家族土司采取了封官许爵、积极争取的措施。

在整个明玉珍据蜀期间，总共在鄂西南设有一个宣慰司，即散毛沿边军民宣慰司；九个宣抚司，即施

南宣抚司、镇南宣抚司、沿边溪洞宣抚司、忠孝宣抚司、大旺宣抚司、唐崖宣抚司、东乡五路宣抚司、忠

路宣抚司、龙潭宣抚司等；三个安抚司，即高罗安抚司、五峰石宝安抚司、椒山安抚司等；二个长官司，

即木册长官司、石梁下峒长官司。另有忠建军民都元帅府和镇边五路总管府。对于其他元末诸土司，仍循

元制，未作改动。可以看出，明玉珍时，对元末鄂西南地区的主要土司都重新进行了确认和调整，以设宣

抚司为主，绝大部分予以提升,表现出对鄂西南土司的争取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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