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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地域分布变化看汉文化在云

南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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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065；

2．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摘 要】:明代云南科举初兴，共有进士 256 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看，明后期云南进士人数和地域分布范围

较前期都有明显增加和扩大，在下设府内部各州县情况也类似。明前期云南进士仅有 60 余人，集中于滇中的云南、

大理、临安等府的部分州县、卫所。明后期进士分布范围由中心向边远地区扩散，但滇南、滇西、滇北的广大地区

仍无进士分布。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在前后期呈现出的这种变化与该地区民族情况、学校及汉族移民等因素密

切相关。通过对云南各府州县在明前后期进士人数的统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明代云南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展

现出明代云南汉文化逐步兴起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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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科举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存在了从隋唐到清末的 1300 余年，并在中国古典政治制度中起核心

作用。科举制度的文化渊源，是儒家“大一统”和精英治国思想，科举所及之处就是中国儒家文化所在之地。所以，在中国封

建社会，一个地区科举的兴衰和及第人数的多寡可以衡量该地区汉文化的发达水平。在边疆地区，哪些地方有科举人才分布，

数量多少，可以反映出中央王朝在该地统治的强弱和作为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边界。云南历来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明代以前是

以土司和土著民族的单一社会结构为主，还处于汉文化圈之外，而有明一代，云南科举事业兴起，科举人才辈出，进士分布范

围逐渐扩大，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可见汉文化在云南的兴起。因此，本文从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的地域

分布变化入手，结合民族、学校、移民等几个因素，研究汉文化在云南的兴起。从统计数据来看，明后期云南进士人数和地分

布范围较前期都有明显增加和扩大，在下设府内部各州县情况也类似。

一、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状况及变化

关于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近人已对明代云南进士人数以州府为单位作了或略或详的统计，分析了其地域分布特点和

原因。但由于所依据的材料不同，导致对明代云南进士人数众说纷纭，并且对特点、原因的研究结论相似，缺乏将明代云南进

士同时放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来考察。
①2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简称《索引》)、天启《滇志》和《新攥云南通志》

1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特聘教授。

2 ① 如陈国生的《明代云南人才地域性分布略论》(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 年第 2 期) 是较早探讨此问题的论文，文章

将明代云南 211 名进士，2390 名举人按籍贯统计于 16 府 1 州中，再根据各有关府州的面积、人口、进士数、举人数，计算出

分布密度，得出明代云南人才分布的五个特点; 侯峰、罗朝新的《明清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 《学术探索》2002 年第 1 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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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分州府县志，以万历十年(1582)的行政区划为准，
②3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笔者统计出的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地域分布状况如

下(进士人数后括号内的数字分别代表明代前、后期的人数，明前期指洪武至弘治时期 138 年，明后期指正德至崇祯时期 138 年):

文按朝代统计出明代各府州进士人数共 261 人，结论与陈国生的观点基本相同; 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 成都: 西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一书统计出明代云南各府州县进士共 228 人，并用户口算出比例，得出其主要分布在滇中地区，内

容较简略; 马莎的《明代云南进士考论》(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一文，将各府人口、进士、学校数列成图表，

得出总共有进士 260 人，并探讨了学校、移民等因素; 孟蝶的《明代云南进士群体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

研究了明代云南共 249 名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及原因，重点探讨其历史贡献。

3 ②参照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2)

4 ① 天启《滇志》、康熙《云南通志》和《索引》都载有 13 人，经比对康熙《云南通志》载嘉靖进士“杨一和，太和人”，

在《索引》中为“昆明县”，故计入昆明县。马莎将其计入大理府。

5 ②康熙《云南通志》载万历进士“张弋，云南人”《索引》载“张弋，云南左卫”，故计入左卫。

6 ③ 康熙《云南通志》载“陆经、朱佩、彭富、查伟，为鹤庆人”，但《索引》和康熙《大理府志》载为大理卫，故将 4人计

入大理卫。孟蝶、马莎同。

7 ④永昌卫在嘉靖前为金齿司，固将金齿司的进士数列入永昌卫，明前期的 5 人属金齿司。

8 ⑤ 康熙《云南通志》载崇祯戊辰科“阮元声，马龙人”，然据《索引》阮元声为曲靖卫人，固计入曲靖卫，并且天启《滇志》

也无马龙州进士的记载。

9 ⑥天启《滇志》卷九《学校志》“澄江府”下载嘉靖“已未科，侯必登，广南卫人”。康熙《云南通志》也载侯必登“澄江

人”。广南卫属澄江府，在此列入澄江府下。

10 ⑦陈国生根据天启《滇志》作的统计中，广西府无进士，康熙《云南通志》载崇祯“杨绳武，弥勒人”，《索引》也载“杨

绳武，云南广西府弥勒州”，故计入广西府。

11 ⑧陈国生、侯峰、罗朝新、蓝勇的统计中，均无丽江府进士，康熙《云南通志》载“曾高捷，宾川人”，然孟蝶根据《崇祯

十三年进士提名碑录》载的“云南丽江府宝山州”将其计入丽江府，与马莎的统计结果同。鉴于天启《滇志》缺乏晚明( 崇祯

年间) 资料，《进士提名碑录》的记载应是准确的，固采用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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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一中可以看出，明代云南进士分布在 12 府 1 州中，云南、临安、大理、永昌、鹤庆 5府所出进士最多，占明代全省进

士人数的 80%以上。从整体来看，明代云南进士集中分布在滇东北地区，以云南、临安、大理府为中心，其余有进士分布的府州

在其附近，滇南、滇西、滇西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广南、元江、永宁、顺宁、景东、寻甸、镇沅、武定 8府，孟定、孟艮 2羁縻

府，里麻、澜沧、南甸、干崖、陇川、芒市、孟琏、勐缅、车里、钮儿等宣抚(慰)司，威远、新化、镇康、大侯、湾甸州等羁

縻州及者乐长官司无进士分布，分布极不平衡。从时期来看，明后期进士人数远多于明前期，明前期云南进士仅有 60 多人，而

后期人数是前期的 3 倍。明前期有进士分布的是云南、临安、大理、永昌、曲靖、澄江、蒙化 7 府和北胜州，即集中于滇池盆

地和洱海盆地。明前期无进士分布，明后期出现进士的府是:鹤庆、楚雄、姚安、广西、丽江 5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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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府内部来看，进士多分布于卫所和府治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大理府的太和县、大理卫，临安府的临安卫，云南府的昆

明县，永昌府的永昌卫及鹤庆府治是州县一级进士最多的地区，超过澄江、蒙化、楚雄、姚安、广西、丽江等府进士总人数。

明前期有进士分布的府内，明后期数量基本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范围基本都有所扩大，如云南府的府治、晋宁州、禄丰、呈

贡，临安府的府治、石屏州、阿迷州、河西、通海，大理府的浪穹县、洱海卫，永昌府除永昌卫(金齿司)以外的有进士分布的

州、县、卫所，澄江府的府治、新兴州等在明前期进士空白的二级政区都于明后期出现了进士。

籍贯为卫所的进士总数为 113 人，占明代云南进士总数的 44.1%。在进士分布较密集的府中，云南府进士集中在滇池附近，

其中前、后、中、左、右、广南 6卫的进士总数为 37 人，占本府的 56.9%，东部的宜良县、西部的易门县、北部的罗次县无进

士分布；临安府进士集中分布在北部，临安卫有 25 人，占全府的 45.5%，府内州县进士最多的仅有 7人，而府治以南广大地区

的卫所、长官司无进士分布；大理府进士集中在洱海附近，仅太和县就有 28人，东部的十二关司、宾川州、大罗卫，西部的云

龙州等无进士分布；永昌府进士集中在中部府治附近，东、北、南部的澜沧江、潞江沿岸地区无进士分布；鹤庆府进士出在明

后期，集中在府治附近；曲靖府进士主要沿中部河流南北向分布，卫所进士总数为 10 人，占全府的 58.8%；澄江府面积狭小，

进士分布在抚仙湖附近。在进士总量稀少的府中，一些县、卫所也出现超过府治或与府治所在县进士人数持平的现象，如蒙化

府的蒙化卫，楚雄府的楚雄县，姚安府的姚州，广西府的弥勒州，丽江府的宝山州，北胜州的澜沧卫等。

总而言之，明后期云南进士分布范围由滇东北向北、南、西扩大，府内部则由中心向边缘扩大。

二、明代云南进士分布的影响因素

(一)明代云南民族分布与土司制度

云南历史上是少数民族居住之地，本无汉族，《史记》称此地为“西南夷”，汉武帝时开始经营西南地区，经隋唐时的有

效经营到蒙古征服云南，汉族在云南的影响有限。明代是云南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汉族在云南的影响

超过土著民族。据反映明代不同时期云南社会历史状况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及天启《滇志》等志书的记

载，可以看到明代云南民族分布的大致格局及发展变化情况。

滇中地区是汉族最早进入、数量最多的地区，民族除汉族外，以罗罗(彝族先民)、僰人(白族先民)为主，罗罗居住在山区，

僰人、汉族居住在平坝。滇东北与四川、贵州接壤的曲靖、寻甸、武定、姚安府以及滇中的楚雄、云南、澄江府是罗罗较多的

地区。云南府是罗罗的一个主要分布区，晋宁州是核心区，呈贡、归化、罗次、易门、禄丰都有罗罗分布，昆阳州僰人为多。
①

4
曲靖府和澄江府各州县以及楚雄府的南安州、楚雄、定远、广通县是罗罗分布地。曲靖府罗罗“凡有病，不信医药，惟祭鬼”

②

5
，楚雄府罗罗“居山林高阜处，以牧养为业”

③6
，姚安府“郡中多夷罗，其近城郭而居者皆汉、僰及四方移徙之人”

④7
，可见明

前期罗罗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普遍不高。明后期，由于大量汉族进入云南，滇中、滇北的部分罗罗向南移动，临安、广西、广

南、元江等府也有罗罗与其他民族杂居。

洱海盆地的大理府是云南僰人最多的地区，“郡中多僰人，少工商而多士类”
⑤8
，是云南唯一一个僰人数量多于汉人的府。

4 ①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之一《云南府·风俗》，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7 页。

5 ②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之二《曲靖军民府·风俗》，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32 页。

6 ③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之四《楚雄府·风俗》，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06 页。

7 ④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之三《姚安府·风俗》，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25 页。

8 ⑤正德《云南志》卷三《大理府》，转引自方国渝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 6 卷，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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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化府“近城居者多汉、僰人，男女勤于耕织”，鹤庆府“近府治而居者，皆汉、僰人，今乐育教化，渐被华风”
①9
。僰人与汉

人杂居，汉化程度较高，明前期已出诸多士人。

滇西北的丽江、永宁府和滇北的北胜州，汉族数量远少于滇中地区，以么些(今纳西)为主，也有西番(今普米族)、古宗(藏

族)罗罗和僰人。么些居住在平坝、河谷，西番居住在半山区，古宗居住在高山区。丽江府的通安、宝山、兰、巨津 4州是么些

的分布区，临西是么些、番人杂居之地。巨津州还是古宗在丽江的主要分布区，“境内有古宗蛮，即西番之别种也”
②10
。永宁、

北胜、蒗蕖一带与吐蕃、四川交界，是么些、西番的分布区。洪武年间，么些贵族木氏被授予丽江土知府职务，么些的社会经

济得到快速发展，文化水平较高，并积极接受儒家文化。西番是元初随蒙古军队从甘青、四川进入云南的，到明代生产生活方

式没有改变，以畜牧为业。

滇西、西南的永昌、顺宁、孟定、景东等府，威远州、镇康州、湾甸州以及众多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以百夷(今傣族)

为主，还有峨昌(今阿昌族)、结些(今景颇族)、蒲人(今布朗族)等，是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百夷居住在平坝，峨昌、

结些、蒲人居住在山区。明初有《百夷传》，记载了云南西南诸多民族的社会历史，有大百夷、小百夷之分，“诸夷言语习俗

虽异，然由大百夷为君长，故各或效其所为”
③11

，可见云南西南诸多民族中以大百夷为首，大百夷的社会经济水平比较高。大

百夷分布在滇西永昌府一带，小百夷则分布在滇西南怒江以东普洱一带。
④12

永昌府是蒲人分布的主要区域，与百夷、峨昌以及

怒江两岸的力些(今傈僳族)、怒子(今怒族)杂居。明代力些、怒子的农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以狩猎为主。

滇东南的临安、广西、广南府，是百越后裔僚(今壮族先民)、侬人的分布区，广南府和临安府北部的石屏、路南为多。回、

苗、瑶也在明代进入这些地区。僚人居住在河流交汇的平地、依山傍水之地。

滇南的元江、镇沅府以及众多宣慰司、长官司以和泥(今哈尼族)、百夷、古剌(今佤族)为主，和泥、古剌居住在山腰地带。

钮兀、溪处甸、教化三部、思陀甸、左能寨、亏容甸、落恐甸等长官司“部夷皆窝泥种”或“部夷惟窝泥一种”
⑤13

。这些土司

的管辖区域都不大，缺乏强大的经济基础。

明代为了把云南这个民族众多而情况复杂的地方稳固地统一在版图之内，最终使云南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不同程度

的发展，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土司制度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有的政治措施。“土司”，就是土著民族贵族任地方行政长官，

以便依据地方经济情况“额以赋役”，政治上听从中央政权的“驱调”
⑥14

。这种制度表面上是沿袭使用土著民族贵族担任地方

行政长官，实际上是保留各土著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通过土官征收税贡，在形式上保证统一，就如《明史·职官

志》中所说的“其府、州、县正式属官，或土或流，皆因其俗”
⑦15

，即允许土司在辖区内按照本民族的具体情况来处理内部事

务，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得到很好的保留，则没有发展教育的需要，所以云南的广大民族地区无进士分布。

从明代云南的行政区划来看，云南大部分地区处于土官的管辖之下，靠内地区的多为土府、土州、土县等，边疆地区则基

本上是宣慰、宣抚、长官司等。例如云南府，知府由流官担任，但下面仍有土知州、土知县等，安宁州设有白族土知州与流官

9 ①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之五，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98 页、303 页。

10 ②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之五《丽江军民府·风俗》，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21 页。

11 ③(明) 钱古训: 《百夷传》，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 5 卷，第 365 页。

12 ④江应樑: 《傣族史》，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13 ～ 114 页。

13 ⑤天启《滇志》，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997 页。

14 ⑥张廷玉: 《明史》卷三百一十《土司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7981 页。

15 ⑦张廷玉: 《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五》，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18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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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管事，罗次县也设有土知县。据龚荫先生的研究，明代云南土司有 300 多家，
①16
可见云南土司系统的庞大。

明代实行土司制度，是为了利用土司来统治当地人民，但土司发生反叛影响政治统一时，中央政府就会采取削弱土司势力

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改土归流。明中后期改土归流的云南土司有 20多家，如成化年间的弥勒、剑川、阿迷州，弘治年间

的马龙州、蒙自县，嘉靖年间的元江府，万历年间的罗雄州、顺宁府、潞江、镇道、孟缅、干崖、武定府、云龙州、大侯州等。

改土归流后的地区，打破了土司的领地疆界造成的隔绝，汉族的经济、文化传入，使经济日益发展，学校教育兴起，参加科举

的少数民族增多。结合改土归流情况和表一可以看到，经过改土归流的弥勒、剑川、阿迷、马龙州都于明后期出现了进士。明

后期，元江府“风气渐开，日见汉官威仪”，顺宁府“设流之后，渐化汉俗”
②17
。

(二)明代云南学校分布

一个地区进士的多少反映汉文化在该地的兴盛程度，而“科举必由学校”
③18

，故汉文化的兴盛程度还可通过学校的地域分

布反映出来。关于明代云南的学校，已有研究对明代云南书院、儒学的数量、分布做了详细的统计，
④19

本文在此基础上做一些

校正，得出明代前后期云南学校的分布情况如下:

16 ① 详见龚荫: 《明清云南土司通纂》，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年版。
17 ② 天启《滇志》，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1 页。
18 ③ 张廷玉: 《明史》卷六十九，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1675 页。

19 ④参见罗朝新，侯峰: 《明清时期影响云南人才分布不平衡因素探析》，《思想战线》2002 年第 2 期; 李黎: 《明代云南

书院探析》，《西南古籍研究》2008 年; 田景春: 《试论明清时期云南的书院教育》，《昆明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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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云南书院共 72 所，分布在 14 府中，地域分布不平衡。滇中、滇东的云南、大理、临安府是书院密集的地区，3府共有

书院 40 所，约占书院总数的 56%，其中大理府书院数量居全省之首，共有 18所，占了 25%。并且，大理府浪穹县的龙华书院是

云南最早的书院，创建于弘治十一年(1498)。
①20

书院密集地区的周边是书院较少的楚雄、姚安、永昌、鹤庆、澄江 5 府，这些

地区紧邻滇中。书院最少的是曲靖、蒙化、武定、寻甸、元江、景东等府，这些地区位置偏远。滇西、滇南、滇东南的大片地

区是明代云南书院空白区。在府内部，书院多分布在府治或府治附近的州、县。在书院密集的府，书院的分布范围也较大，如

云南府内书院几乎遍及全府各个州县，大理府书院则分布在府中、东部，临安府书院分布在府北部。在书院稀少的府，书院则

集中在府治和距离府治较近的个别州县。

从时间上看，明代云南书院绝大部分创建于明后期，全省 72 所书院中 67所属于明后期创建的。明前期创建的 5 所书院中，

大理府有 3 所，永昌府 1 所，蒙化府 1 所，都创建于弘治年间。
②21

书院之外，还有儒学，从洪武初年至天启年间，共建儒学 64 所。云南 20 府中，除广南、丽江、镇沅、永宁无府学外，共

有 16 府设府学；府之下，有州学 23 所，县学 22 所，卫学 3 所。崇祯末年，全省儒学共有 72 所。
③22

官学之外，还有私学，私

20 ①《新纂云南通志》卷 134 《学制考四》

21 ②《新纂云南通志》卷 134 《学制考四》

22 ③统计数据来源于天启《滇志·学校志》、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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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可弥补官学学额不足和书院开销大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家境贫寒学子的求学压力，增加入学机会。

明代云南学校分布趋势与进士分布情况大体一致，科甲兴盛的云南、临安、大理等府是学校集中之地，进士人数稀少的地

区学校数量也稀少。明代无进士分布的寻甸、武定、景东、元江 4 府有书院分布，表明汉文化在这些地区渐渐兴起。尽管明代

云南学校的分布不平衡，但不同类型的学校几乎遍及全省，为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大的土著民族提供了很多入学的机会，汉

文化在这些地区也渐渐兴起。天启《滇志》记载了学校建立后云南各民族地区的变化，如寻甸府“诸夷杂处，习尚顽梗，白人

与居，颇知向善。置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武定府“近建学校之后，旧习渐迁。俗尚朴鲁，士民勤业”；景东

府“民风地宜，日改而月化”；元江府“风气渐开”；北胜州“置卫建学后，境土不惊，人文渐盛”等等。
①23

(三)明代云南的移民

明代以前，云南是一个土著民族占绝大多数的地区，明代开始，汉族人口在云南逐渐占居多数的地位，这是由大规模的移

民引起的。明代大量汉族迁入云南进行屯田垦殖，改变了云南的民族状况，土著民族逐渐成了少数民族，云南与内地比较牢固

地统一起来。

明代对云南的移民，主要以军屯形式进行，即划分世袭军籍户，分配驻屯于各地。军屯人口以卫所的形式进行管辖。《明

史·兵志》载:“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

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
②24
“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

③25
可以看出，明代卫所兵制有以下特点:(1)驻地固定，

无朝廷命令不能随意变动；(2)军籍世袭；(3)为军者须携妻室一同驻留。于是，进入云南的军队在云南落籍成了军屯户。洪武

二十六年(1393)云南有 15 卫 1 所，后增至 20 个。
④26

依方国瑜的研究，洪武年间云南设卫 18 个，御、所 12 个，分布在云南、

临安、大理、永昌、曲靖、姚安、武定、楚雄、景东等府。
⑤27

尤中将卫所军屯的分布区域概括为“腾冲、保山以东，景东、红

河以北”
⑥28

，这一带是云南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开发早的地区，明代以前已有汉族聚居，那么，腾冲、保山以西，景东、红河

以南一带，明代也无大量汉族进入，仍以土著民族为主。

据《中国移民史》分析，洪武二十六年云南卫所共有士卒约 12 万人，与家属合计则应有 36 万人，而有民户 59576，人口

259270，
⑦29

可见当时云南军屯移民人口已超过民籍人口。从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情况已知道，明代云南进士中来自卫所的

占了相当比例，下面(表三)将卫所进士的具体分布单独列出来，以对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

23 ①天启《滇志》，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1 ～ 112 页。

24 ②《明史》卷九十《兵志二·卫所》，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2193 页。

25 ③《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2258 页。

26 ④《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2198 页。

27 ⑤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下册) 》，北京南: 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 1136 ～ 1141 页。

28 ⑥尤中: 《云南民族史》，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56 页。

29 ⑦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第 5 卷)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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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卫所管辖的人口不单是军籍移民，还有部分民州民县人口，
①30

所以，在对卫所进士的身份做详细考证之前，尚不能肯

定这些卫所进士皆属外来汉族军事移民及其子弟。鉴于明代云南卫所进士人数在总数中的重要比例，卫所对云南汉文化的兴起

的作用不容小视。

明初，在以军屯形式向云南移民的同时，又以民屯形式移入汉民。《明史·食货志》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

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
②31

即把移民安置在人少地多的边远地方进行屯田，或招募农民、

流放罪犯进民屯从事农业生产，民屯移民归州县管辖。还有被贬谪或流寓云南的内地知识分子，这些人对汉文化在云南少数民

族地区传播贡献极大。据天启《滇志·官师志·流寓》记载，明代流寓云南著名人物 45 人，主要在云南、永昌、临安、大理 4

府，
③32

他们大多以教学授徒为业。楚雄府、澄江府，以及较边远的蒙化府、鹤庆府、北胜州等都有流寓人士。此外，还有以经

商、开矿形式进入的移民。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云南在籍人口为 25.9 万，万历六年(1578)为 147.7 万，
④33
在 185 年中增长了近

5倍，增长的原因除自然繁衍外，与大量外省汉族移民的迁入不无关系，此外同云南少数民族汉化而编入户籍有关。明代随着包

括军户、各类民户在内的汉民族迁入云南，通过各个阶层不同的作用，打破了民族地域界限，形成了云南全省范围的民族杂居

局面，在长期交错杂居的生产生活中，汉民族先进的技术传播给当地少数民族，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同时族际通婚成为民

族融合的催化剂，对汉民族的认同加深，少数民族渐渐同化为汉族，汉民族及汉文化在云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三、结语

30 ①详见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第 5 卷) 》《明时期》，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08 页。曹分析了洪武二

十六年相较于二十四年，云南民户减少的原因，认为是洪武二十六年编订云南卫所时一部分民州民县归军卫管辖。

31 ②《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一》，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1883 ～ 1884 页。

32 ③天启《滇志》卷十三《官师志·流寓》，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28 页。

33 ④《明会典》卷十九《户口一》，转引自《云南史料丛刊》第 3 卷，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7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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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明代云南地区科举资料的整理，统计出明代云南有进士 256 名，主要分布在以云南、临安、大理府为中心的滇中、

滇东北的盆地、平坝地区，其余分布在这 3 府周边，滇南、滇西、滇西北的广大地区无进士分布，分布极不平衡。在府内部，

进士又主要分布在府治以及附近地区，边缘地带进士空白。从时期来看，明后期云南进士人数远多于明前期，在各府内情况也

基本如此。明前期进士只分布在云南、临安、大理、永昌、曲靖、澄江、蒙化 7府和北胜州，即集中于滇池盆地和洱海盆地，

而后期鹤庆、楚雄、姚安、广西、丽江 5 府出现了进士。在有进士的府内，明后期也增加了部分州县出现进士，可见明后期进

士数量的增加和地域分布范围的扩大。

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受民族、学校和外来移民的时空分布等因素影响，总的来说，进士数量增加和地域分布范围变化

趋势与民族的文化水平、学校多少、移民分布成正相关，这三大因素不仅单独影响明代云南进士的分布，并且相互作用，密不

可分。从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变化可以看到汉文化在云南的逐步兴起。明代云南汉文化兴起之地最先是滇中的滇池、

洱海盆地，而后是周边地势低平的坝区，东部的乌蒙山区、西北的横断山区、西南的哀牢山区以及南部云贵高原地势较高的地

区在明代仍主要是少数民族，极少汉人进入，汉文化未兴。在有进士分布的府内，府治和卫所是汉文化最先兴起之地，距离府

治越远汉文化的成分越少。因此，可将明代云南汉文化的兴起、扩散描述为双重的放射性，第一重是从云南全省来看，以滇中

地区为核心向云南四周扩散；第二重是从府内部来看，以府治附近地区为核心向周边扩散。加上云南特殊的地形，则是由平坝

向山区减少，呈现出点、带状分布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