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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一：滇藏之間的麗江與納西族 
 

      麗江東接四川，北上西藏，西聯緬甸和印度，是中國西南邊疆一個重要的地理單元。由於其所

處區位的特殊性，自古以來就是南方絲綢之路、茶馬古道以及藏彝走廊等重要通道的彙聚交融之

地，生活著納西、藏、白、彝、僳等多個世居的少數民族，是我國多民族交錯聚居較為典型的一個

區域。納西族現有人口30余萬人，主要分佈在滇川藏3省區的麗江、迪慶、甘孜、昌都以及涼山等地

區，麗江不僅是納西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地區，還以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及獨特的東巴教文化聞名

於世。由於這一區域正處在藏文化圈的東南緣，而且除麗江地區外均屬藏區，這就為藏納文化的交

匯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環境條件。 

講座二：瀾滄衛與明代滇川交通沿線社會 
 

      地處西南邊陲的雲南自古以來就是連接川藏以及緬甸、印度等國的重要通道。明軍平定雲南以

後，先後在交通沿線和各重要城鎮設置了大量衛所，同時通過設立驛、堡、鋪、哨來加強對交通線

的控制，從而維護和鞏固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的統治。本研究通過對明洪武年間在北勝州設立的瀾

滄衛的個案研究，旨在探討作為明王朝在雲南邊疆地區統治體系重要軍事依託的衛所，瀾滄衛不僅

對王朝政府統攝金沙江上游一帶的土司地界、控制滇川交通以及控扼滇西北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

重塑了滇川交通沿線的族群關係，在明代國家體制下滇西北各土司與明代國家的互動關係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 

講座三：明代滇緬邊境的衛所與軍戶的互動——以永昌張氏為例 
 

      明政府在控制雲南的初期，就在雲南西部靠近緬甸邊界的永昌地區設府置衛，但衛所體系尚未

建立，永昌城就遭到麓川政權和元朝遺民勢力的攻擊，城被毀，指揮使被俘。為了鞏固對西部邊疆

的軍事控制，明政府從內地各省移民到永昌地區，張氏就是從南京等地遷來的大姓移民之一，他們

加入了永昌府籍。隨著滇緬邊境局勢的變化，明朝改變了永昌一帶府、衛的設置，張氏因此從民戶

變成軍戶。張志淳是永昌張氏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明中後期雲南重要的理學家。從張志淳、張含

父子兩代的經歷來看，在有關永昌府、衛之設的政治爭議中，他們不滿於身處邊疆“蠻夷”地區，

不願被軍民指揮使司管理，將永昌地區社會矛盾的根源歸結于軍民指揮使司的設置，支持恢復永昌

府。張氏因此受到打擊，張含被捕，張志淳墓地被毀，明代後期，張氏逐漸衰落。本研究旨以永昌

張氏的興衰為切入點，具體討論明代滇緬邊疆地方文人在與府、衛之間的互動中的角色及明代滇緬

邊疆社會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