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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本期共刊发 2 篇论文，作者分别来自云南、广西。关于对郑天挺先生进行研究的论文已有很

多，但是从边疆史地的视阈对郑天挺先生的研究却非常少见。马玉华教授的这篇文章视角独到，较为详细

地梳理了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关注和研究西南边疆史地以及云南地方史的相关情况。刘超建博士擅

长研究近代中国边疆史，他的这篇论文选题也很新颖，较为深入探讨了民国时期广西迁移省会遇到的两次

纷争，并指出纷争实际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的外在表现及其相互制衡的结果。

郑天挺先生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

马玉华
(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郑天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开始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曾收集、

整理西南边疆史地和云南地方史资料，并到大理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相关论文，其学术研究多有创获。

因为各种原因，他的一些研究计划未能全部完成。尽管郑天挺先生的学术专长是中国明清史，但他为西

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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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 Study for the Southwest Border of China by Mr． Zheng Tianting

MA Yuhua
(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Yunnan，China 650091)

Abstract: Mr． Zheng Tianting is a famous historian and educator． His specialty is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of China． When he was i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his paid attention on the issues of border areas． He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ata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and the local history． He also made some investigations in
Dali city，wrote some related papers，and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in such researching areas． But some of his researching plans
could not be turned into reality because of some reasons． When commenting on his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in addition to recogniz-
ing his achievements o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he gives his academically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 contribution to the
southwest border of China．
Key words: Zheng Tianting; the period of his time in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vestigation in Dali region;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southwest border

郑天挺 ( 1899—1981 年) ，中国著名历史学

家、教育家。1933 年任北京大学秘书长，1937 年

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38 年到昆明，任北京

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

1939 年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1940 年至

1946 年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对郑天挺先生的介绍和研究，已有《郑天挺纪

念论文集》［1］《郑天挺学记》［2］《郑天挺先生百年诞

辰纪念文集》［3］ 《郑天挺先生学行录》［4］等论著出

版，就他“崇高的品德、史学成就及其对北大及联

大行政方面的贡献”［5］，多有叙及。研究性的论文

除在上述《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外，

主要有: 杨志玖、冯尔康的《＜ 探微集 ＞ 述略》［6］、

吴雯的《郑天挺史学成就述略》［7］、林存阳的 《史



料·个 案·宏 通———郑 天 挺 先 生 研 治 清 史 的 启

示》［8］、孙卫国的 《郑天挺与二十世纪的明史研

究》［9］、段晓亮的 《郑天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10］

《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11］等。另，关注

郑天挺与西南联大的论文有: 杨绍军的《郑天挺先

生在西南联大》［12］等。近得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

记》，发现有郑天挺先生在滇期间关注和研究西南边

疆史地的诸多史料，而他本人及他领导下的北京大

学文科研究所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

成果，使我们对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的认识前

进了一步。故整理成文，就教方家。

一

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身处国难之

际，心志坚定，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反映了学者们学术救国的热情。郑天挺先生说: “在

抗战时期，一个爱国分子，不能身赴前线或参加革

命，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

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国家。”［13］北大、清华、

南开三校的教师，在入滇前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

到昆明后，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

资源、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

同时，为了支持抗战，服务地方社会，西南联大的

教授们开始关注西南的历史文化、民族、语言、地

理、地质、矿产、经济、社会、宗教、习俗等。又

由于地方史料相对容易获得，许多学者结合自己的

专业，将西南边疆史地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这就是郑天挺先生关注西南边疆史地的背景。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载，在长沙时的 1938

年 1 月 21 日下午，郑天挺和张怡荪、罗常培、魏建

功、章廷谦 ( 矛尘) 、罗庸 ( 膺中) 等六人聚会，

谈到他即将前往昆明，老友张怡荪“劝余留意南诏

史料，余方治隋唐史，闻之欣然。”他在宴席上便

“默拟一目，世系第一，疆域第二，礼俗第三，语文

第四，典制第五，传记第六，名曰《南诏书》”［14］8。

因为他治隋唐史，对于南诏地方政权自然感兴趣，

这即是郑先生关注西南边疆史地的开始。

1938 年 2 月，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决定南迁昆明。

一些教授此前已乘车南下转香港赴滇，郑天挺先生则

是由公路转滇越路去昆明。2 月 15 日，郑先生一行十

几人从长沙乘汽车南下。3 月 1 日，他们到达昆明。

两天后的 3 月 3 日，郑天挺先生便在昆明位于三棵树

的书肆中“以国币三元购《南诏碑》《南诏野史》各

一。”［14］33为了解昆明的历史文化，此后几天的日记

中，均有郑先生阅读《昆明县志》的记载，他称赞

《昆明县志》“其引用书凡七十二种”［14］36 －39，并辑录

出来。在郑先生补写的“入滇记”中，就引了戴絅

孙①修的《昆明县志》中有关昆明城垣的记载。他在

3 月 9 日的日记中说: “自离长沙每日以所见记之手

册，稍闲笔入此册，今日始补写竣事，得暇当参之志

乘，加以润色，成《入滇记》。”［14］35 可见，郑天挺先

生一到昆明，就开始阅读地方史志，在其所写的《入

滇记》中即参考了地方志乘。

在昆明，郑天挺先生积极收集西南边疆史地的

资料，如 1938 年 3 月 12 日，郑先生与罗常培到秦

缜略家探访，见其案上的“《云南乡贤事略》一册，

有 异 牟 寻、高 升 泰、段 实、兰 茂、慈 善 诸 人

传”［14］37，对其征引之书的《滇南诗略》《滇南耆旧

传》《滇南碑传集》《通番事绩碑记》等过去未知的

资料，均一一详细记录。后数日又前往昆华图书馆，

“意在购《云南丛书》”，在售书处选购了 《滇海虞

衡志》《云南备征录》《南诏野史》三种［14］40。

此后，只要是与云南历史，以及西南边疆有关

的资料，郑先生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38 年 12

月 3 日的日记载，王崇武来谈，说他近日专研明

史，颇有所得，拟作 《明史系年辩证》及 《鞑靼

后纪》，“并谓吴三桂刊有 《开疆疏钞》一书，吴

败禁 毁， 世 间 罕 睹， 近 惟 省 政 府 某 秘 书 有 之

矣。”［14］1121939 年，郑先生偶检李根源 ( 字印泉)

先生《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卷二五十二叶 ( 页)

有《圆通寺观音阁碑记》，题崇祯二十年，大奇

之。”［14］138下午便专门前往昆明圆通公园，“意在访

碑，竟不得其处。”［14］138 又 1942 年 5 月 24 日，在

华山西路“于书摊见 《王伯举先生集》。伯举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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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写成戴炯孙，应为戴絅孙。戴絅孙，字筠帆，云南昆明人。清嘉庆已卯年 ( 1819 年) 举人，

道光已丑年 ( 1829 年) 进士，历官浙江、贵州等地监察御史。道光丁酉年 ( 1837 年) ，他开始修纂《昆明县志》，书成于道

光辛丑年 ( 1841 年)。《昆明县志》有十卷，十八目，光绪辛丑年 ( 1901 年) 始付梓。



翰，明万历进士，吏科给事中，进工科右给事中，

以敢言名，《明史》卷二百三十六有传。伯举云南

宁州人，卒于金陵。宁州今黎县，在开远北，滇越

铁路所经之婆兮①，即其所属也。书为嘉庆庚申家

刻本，题曰 《凝翠集》。应有五册，疏草、尺牍、

文集、诗集、墓志各一卷，今阙墓志。索价五十

元，以三十元得之”［14］560。

到昆明不久，他制定了读书计划，“今略师求

阙斋日课之意，每日读: 史书，五叶 ( 页) 至十

叶; 杂书，五叶至十叶; 习字，一百; 史书，先读

两《唐书》 《通鉴》; 杂书，先读 《云南备征志》
《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14］45其中《苗族调查

报告》系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所著，1936 年由国立

编译局翻译出版。1938 年 5 月 3 日，在蒙自郑天

挺先生将读书日课改定为，“晨: 小字一百，大字

五十。上午: 读史; 隋唐五代，备讲授。下午: 读

传记; 《汉书》 《三国志》，备纂辑史传纂例。晚:

读杂书。《云南备征志》，备纂辑《南诏书》。”［14］57

此后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了郑天挺先生阅读西

南边疆史地书籍的情况，现大致整理如表 1。

表 1 郑天挺先生所读有关西南边疆史地书籍统计

书目名称 阅读时间 日记页码

昆明县志 1938 年 3 月 10 日至 14 日 第 36 － 39 页

新唐书·南蛮传 1938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13 日 第 42 － 51 页

云南备征志 1938 年 3 月 30 日至 6 月 第 45 － 70 页

苗族调查报告 1938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8 日 第 44 － 49 页

唐书·四裔传 1938 年 6 月 4、9、10、11 日 第 67、68 页

唐书·吐蕃传 1938 年 6 月 8 日、1942 年 8 月 29 日 第 68、600、601 页等

太平寰宇记·四夷志 1938 年 8 月 6 日 第 82 － 83 页

西藏译籍五种 1938 年 8 月 5 日 第 83 页

旅藏二十年 1938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 第 87 － 88 页

曲石诗录 1939 年 10 月 25 日 第 192 页

呈贡县志 1939 年 10 月 29 日 第 204 页

一统志、西藏考、西藏记 1940 年 2 月 1 日 第 241 页

诸蕃志校注 1940 年 5 月 12、18 日 第 271、272 页

云南通志 首次 1941 年 2 月 21 日 第 383、584 － 585、597、650、863 页等

王伯举先生集 1942 年 5 月 24、25 日 第 560 页

云南通志稿 1942 年 8 月 22、23、29 日 第 597、600 页

蛮书 1943 年 1 月 14 日 第 650 页

疢存斋文集 1944 年 7 月 3 日 第 854 页

( 康熙) 大理府志 1944 年 7 月 24 日、1944 年 8 月 9 日 第 869、896 页等

据表 1 不完全统计，郑先生读过的西南边疆史

地方 面 的 书 籍 近 20 种，其 中 有 《云 南 备 征 志》
《云南通志》等这样分量不轻的史志，而对于 《云

南通志》的阅读所费时间较多，并做了大量的摘

录，以备完成《南诏书》。郑先生为 《南诏书》的

撰写，作了长达 8 年的准备，而且他的朋友们也为

他收集西南边疆史地的书籍，抄录有关南诏的史

料，如 1938 年 3 月 27 日，在蒙自的郑天挺先生得

到了刘钧、买树槐两位 “携来莘田 ( 罗常培) 一

函，并《苗族调查报告》 《八股文小史》 《云南

省》各一册。”［14］44同年 4 月 19 日的日记载: “得

莘田书，谓晤方国瑜近治南诏史，尝取昆华图书馆

所藏抄本《南诏野史》及 《南诏蒙段记》校勘刻

本《南诏野史》，并著有《南诏大事年表》……莘

田又录英人戴维斯 ( H． R． Davies) 所著 《云南》

一书关于南诏者一条相示”［14］53。在西南联大后期，

郑先生还有纂修《大理县志》的计划。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先生为

“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郑先生出任总务长实属

无奈，学术研究多在晚间进行，由于时局动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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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 上册) 第 560 页写成“婆号”，据查此处地名应为“婆兮”。



务纷扰，他常常感到 “不能作深湛之思”，但从未

放弃阅读、辑录资料，从事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
1938 年 6 月，他在读隋唐史的《四裔传》，以及此

前读《新唐书·吐蕃传》的过程中，提出了疑问，

“疑发羌即西藏土名 Bod 之对音，近日思之，觉其

理颇长，因拟参考群书，作为论文。”［14］68这就是他

撰写《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的文章，研究西南边

疆问题之始。

二

除了收集、阅读史料外，郑天挺先生还注重实

地调查。1944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23 日，郑先生利

用假期赴大理考察，往返共 34 天。

大理考察的缘由: 一是郑先生一直有撰写《南

诏书》的想法，阅读了许多的史籍、云南史志，辑

录大量的资料。大理是历史上南诏统治的中心，有

必要到大理进行实地考察。二是大理地方人士时常

访问郑天挺先生，多次与他讨论关于大理修志之事。

收集地方史料，汇集成志书，这是郑先生的宿愿与

学术兴趣所在。他们的考察是受大理县志编纂会之

邀请，所以“此次往大理，往返三十四日，食宿车

脚均由地方人士供给。”［15］918 － 919 三是此次考察的领

队是罗常培先生。罗先生与他既是同学，也是多年

的好友，兴趣相投，患难与共。郑天挺先生平时事

务繁忙，罗先生多次动员他出去走走，这一次郑先

生同意前往。四是大理喜州是张耀曾①先生的祖籍。

张耀曾、张辉曾是郑天挺先生的表兄，郑天挺兄弟

二人在父母双亡后曾寄居在张家，张耀曾、张辉曾

在郑天挺的成长过程中影响巨大，大理对于郑先生

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到大理调查，不仅可以实地考

察收集资料，也可以看看张耀曾的祖居之地及张公

祠 ( 即张家祠堂) ，拜访在大理和喜洲的张氏亲友，

包括张耀曾的堂兄、表叔等。
1944 年 7 月 20 日，郑天挺先生与罗常培、德

籍教师米山、铁仙 ( 孙云铸) 、马晋三、沈嘉瑞

( 负责动物) 、郑万钧 ( 负责森林) 、冯景兰 ( 负责

地质) 、李 宪 之 ( 负 责 气 象 ) 、周 定 一 ( 负 责 语

言) 、李俊 昌 ( 负 责 历 史 ) 、王 年 芳 女 ( 负 责 语

言) 、赵儒 林 ( 负 责 森 林 ) 、傅 愫 斐 女 ( 负 责 社

会) 、及泽珣等 15 人［15］861 － 862 离开昆明，经安宁、

禄丰、楚雄、云南驿、下关等地到达大理，开始为

期一个月的调查。

郑先生他们一到大理，先拜访县长张耀宇等

人。［15］864此后的日记多处提及拜访张氏亲友的情

况，如 8 月 6 日，他参观了张公祠，“张公祠即镕

西大哥家祠，北屋三楹为祠，中祀元云南通海古桥

州知州始祖张公讳建成暨历代昭穆宗亲灵位，左右

列宗系图。”［15］888 根据张公祠世系，可知张耀曾兄

弟为张家第二十六代。8 月 9 日，郑先生在喜洲

“往晤张效曾 ( 法臣) 、慕曾 ( 范臣) 二老，均镕

西大哥之堂兄”。［15］895

考察人员按照不同的学科分为八组，郑天挺先

生与徐梦麟 ( 嘉瑞) 、游国恩 ( 泽承) 、周定一、

田汝康、吴乾就、王年芳、李俊昌等人分在文史

组，召集人为徐梦麟。［15］863 为进一步了解大理历

史，郑先生开始检视明代大理名士李元阳撰修于隆

庆六年 ( 1572 年) 的 《云南通志》，录下民国时

期龙云所写的序言及目次。［15］863 － 865

在大理期间，郑先生或读旧志，或游山访古，

对于历史遗迹非常重视。1944 年 7 月 28 日，他与

徐梦麟、游国恩谈文史采访标准: 艺文于旧志外，

兼采唐以后总集，及杨升庵、李中溪三数人别集，

尤注意新拓碑志; 古迹多调查，略者详之，阙者补

之，误者正之，名实不同者引伸之; 人物著作，应

有尽有。而且特别强调有三个重点: “一、全拓县

中碑碣，明以后者录目择拓; 二、调查全县本主;

三、注意阿吒力僧与朵兮薄道。”［15］874

郑先生与其同人在大理考察取得了诸多成果，

大致总结如下:

( 一) 获得了许多珍贵史料，如搜集到杨玉科

写于清同治十二年 ( 1873 年) 的 《自叙》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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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耀曾 ( 1885—1938 年) ，字镕西 ( 亦字蓉溪、蓉西、庸希) ，云南大理喜洲镇人，白族。其父亲与祖父均为清

代进士，故其从小生长于书香门第之家。张耀曾虽然出生于北京，但因其家族为大理的望族，故祖籍在大理喜洲，他本

人亦对云南有深厚的感情。张耀曾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法律学家、政治活动家，民初为议员，

曾三次出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司法总长、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 ( 1923—1927 年) 等职。并尝取中国法律条文翻译为

英法文，最为国际所称道。



他的幕 僚 所 撰 《从 军 滇 黔 始 末 情 形 简 明 节 略》

等; ［15］872抄录了 《南诏德化碑》 《宝莲殿记》 《三

灵庙记》 《蝴蝶泉记》，［15］878 － 879，888，890，894 － 895 以及段

氏家族世系表［15］900等。
( 二) 考察了许多名胜古迹，对于全县的碑碣

进行拓片。参观三塔寺 ( 古崇圣寺) 、中和寺和弘

圣寺等，［15］866，871，881看了《元世祖平云南碑》《南诏

德化碑》等许多文物; ［15］870，878并请当地人拓道光二

十一年 ( 1841 年) 正月所立的 《重修大我士寺碑

记》《大观堂修造记》以及一些墓志等。［15］875，881

( 三) 调查全县的本主庙。大理普遍存在本主崇

拜，甚至一个村有多个本主庙。日记载: 太和村有三

个本主庙: 一为张状元塑坐像，手执书，甚清秀，戴

软巾，传为明代人，今称“七堂大神庙”; 一为供奉

段某甲胄持剑像; 一为龙王着黄袍王冠。皆三楹，本

主居中，其左则祀土主，蓝面六臂，手各执一物，俗

称伽蓝神。“本主各庙不同，而土主则一，亦地方之

特俗。”［15］879又如喜洲也有三座本主庙: “一为四上街

之妙元祠; 一为中央祠，一为九堂神祠。九堂又称祈

雨坛，传祈雨九神皆降，忽尔鸡鸣，不能复升，遂祀

为本主，所谓中央皇帝、三灵皇帝并在九神之内，石

坪圩、城北、七舍、大界门诸村人均祀九堂本主。中

央皇帝为段宗榜，四月十五日生日，上洪坪等七村之

人共祀之。”［15］896这又反映了多个村子之人共同祭祀一

个本主的现象。类似的本主调查记录在郑先生的日记

中有详细记载，对于研究大理地区的宗教信仰和民俗

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在榆期间，郑先生还收集和研读了当地一些大

族的家谱和族谱。根据日记，一个月中他阅读的家

谱、族谱统计如表 2［15］885 － 914。

表 2 郑天挺先生在大理所读家谱、族谱统计

家谱、族谱名称 阅读时间 日记页码

大理史城董氏家谱 1944 年 8 月 4、9、10 日 第 885、897 页

段氏家谱 1944 年 8 月 9、11、18 日 第 897、899、914 页

谭氏家谱 1944 年 8 月 11 日 第 899、901 页

尹氏族谱( 抄本) 1944 年 8 月 11、12 日 第 901 －902 页

太和史城杨氏族谱 1944 年 8 月 12 日 第 903 页

世德堂张氏家谱 1944 年 8 月 12 日 第 904 －905 页

杨氏族谱 1944 年 8 月 12 日 第 905 页

大理史城杨氏族谱 1944 年 8 月 12 日 第 905 －907 页

太和喜洲杜氏谱

( 抄本)
1944 年 8 月 14 日 第 909 页

历史上，大理一郡，高、段、杨、赵四姓比较

多。表 2 显示，郑天挺先生读过的有段氏、杨氏、

董氏、谭氏、尹氏、张氏、杜氏等大家族的族谱，

他们分居在大理城和喜洲等地。关于《段氏家谱》，

有正德十五年 ( 1520 年) 其六世孙段德贤所写的

序，谓“滇南太和我段氏者，其来旧矣。我始祖莲

胜公遭元末兵燹而谱遂亡焉，传至德贤已六世矣”。

该谱称是“‘大理国段思平之裔’，未尝记之中原，

胜于诸家之谱。”［15］899因其没有攀附金陵之风。
《世德堂张氏家谱》为民国二十五年 ( 1936 年)

张昌所修，稿本，凡上、中、下三卷。在姓氏因由

考中说: 吾族始姓段，“旧谱云先祖讳保公者段姓，

荫父祖功爵，掌云南蛮兵，西破吐蕃，南阻梁王，

伐木邦野夷，建立不次之功。顺帝元统元年 ( 1333

年) ，抚边论功，赐袭贵职，并赐姓曰张，名曰忠

……即授为云南路都统，赏御威虎，加佩金紫，父

祖同封，子孙荣袭。”［15］904该张姓祖上姓段，元代因

功赐姓张，明万历年间第十世张灿始迁居喜洲，故

郑先生考证“此张氏与镕西大哥非同宗也。”［15］905

在大理，杨为大姓，然杨氏同姓其实不同族。

如《太和史城杨氏族谱》为清光绪年间的举人、

杨家第十三世杨纯珍所修，凡八卷。“杨氏案碑志

为喜睑巨族，”《绍霆公墓志》云: “原籍江南江宁

府上元县，为宋将杨由义之后，七传入滇，卜居喜

洲。”［15］903而《大理史城杨氏族谱》是民国二十一

年 ( 1932 年 ) 杨 氏 第 二 十 一 世 孙 杨 文 昭 所 修。
“与前谱非一族，此喜洲北村四甲杨氏也。”［15］905其

始祖叫杨善，“字吉甫，原籍江南松江府引州朱家

屯。元末游宦滇南，为段氏布燮官”。［15］906 但郑先

生根据四甲杨氏的历代墓碑，发现在清代以前，墓

志铭只叙及始祖杨善任段氏布燮官，不言来自江

南，原籍江南松江府是后来修谱时的攀附。另外的

一份《杨氏族谱》是定居喜洲城北里大贯淜的杨

氏，称“世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始祖药师讳正

公，来游云南，喜大理山水灵秀，卜居焉。”［15］905

显然，这三家虽然都姓杨，却不同宗。而且他们的

族谱均称祖籍江南，是后来修谱时的攀附。

在实地调查和研读家谱、族谱的过程中，郑先

生对于迤西地区的民家 ( 今白族) 和民家社会提

出了如下看法。他说: “自到迤西，得读诸家族

谱，颇有愚妄之推测: 一、纯粹之民家为汉化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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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著民族，其姓氏如哀牢九姓之属，乃汉化后所

加。二、同姓者未必同族，故同姓多相婚嫁，乃汉

化更深，或与汉人交往久，嫌其不宜，乃微易其字

以示别，如 杨 之 为 扬、阳、羊，张 之 为 章 之 类;

阳、扬姓甚稀，而世家之族谱诰封中反常见，至于

平民之墓碑，则杨、扬氏之称到处皆是; 抑或土著

本俗系女系制度，不禁同族之婚，则待考矣。三、

上门之风甚盛，血系轇轕混淆。四、此间社会传

统，初期盛夸南诏，其后则推朱明; 故诸家族谱于

两者均不肯放弃，亦不顾其矛盾; 如董氏称始祖南

诏董成自金陵迁滇，其例甚多。”［15］886 这些看法比

较中肯，而有见地。

郑天挺先生的大理之行获得了大量实地调查的

材料，为他的边疆史地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对于

接受中国传统治学训练的郑先生来说，利用这些实

地调查资料，来对传统志书进行有益的补正，使其

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对于这次考

察，郑先生后来曾说: 大理之行，“收获甚丰”［16］。

三

西南联大的八年，郑天挺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多

有创获，如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 ( 载 《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一分册，

1939 年)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
( 载《国学季刊》六卷四号) 、《〈隋书·西域传〉

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 ( 载 《国学季刊》六卷四

号) 、《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皇室

之氏族与血系》等论文，还撰写了 《清代包衣制

度与宦官》《清史语解》等。1946 年初，郑先生将

自己十数年来研究的论文 12 篇汇为专集，题名

《清史探微》在重庆出版。其中 《发羌之地望与对

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

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等文，利用

音韵学的方法和知识，研究藏族及其邻国不丹的历

史，获知 发 羌 居 地 与 吐 蕃 旧 居 相 当，而 附 国 之

“附”字是后汉发羌“发”字的转音。他从《附国

传》所载的该地风土人情与康藏地区加以比证，

得出它们近似的结论，说明附国确属藏地，其名取

于“Bod”之对音。而 “薄缘”从地望与对音考

之，即西藏南界的山国不丹。［17］233这有力地说明了

发羌是藏族的祖先，藏族在隋唐时期就同中央政权

发生密切关系，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对薄

缘的了解，不仅有助于对西南边境的考察，更是对

中国与不丹两国关系史的开创性研究。［7］这是郑先

生研究西南边疆史地的最重要成果。

联大时期，郑先生把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地方

史等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为之做了大量工作。

郑先生将往云南时，即有就地取材，研究南诏史的

设想。甫一入滇，他就购买、借阅云南地方史志资

料，阅读、辑录有关史料，为撰写《南诏书》做准

备。在西南联大后期，还有纂修《大理县志》的计

划，如 1945 年 7 月的日记载: “检方志，为撰写

《大理县志》拟目”［15］1064，“更诣马晋三，谈《大理

县志》例目”［15］1071。遗憾的是这两部著作未见问世。

此外，在郑先生日记中，还提到他已写或准备

撰写的关于西南边疆史地的论文，现辑录如表 3。

表 3 郑天挺先生已撰或拟写关于西南边疆史地的论文情况

论文名称 日记提到时间 日记页码 备注

南诏疆域试探 1938 年 5 月 16 日 第 61 页 为北大 40 周年纪念

明清两代滇
黔之发达

1942 年 7 月 26、28 日 第 585 － 586 页
为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

训练团做演讲

历史上入滇通道
1942 年 10 月 2 日、16 日、19 日、
20 日; 1943 年 1 月 13 日、31 日等

第 614、619、620、621、
649、657、704 页

1943 年 3 月，发表在
《旅行杂志》第 17 卷第 3 期

关于夷民译名问题 1942 年 10 月 22 日 第 621 页

关于西藏名称问题 1943 年 5 月 19 日、31 日 第 692、694 － 703 页 辑成《西藏名称之由来》长篇

中国民族之拓展 1944 年 8 月 1、2 日 第 880 － 881 页 在大理为干部训练团讲演

大理见闻 1944 年 9 月 17、18 日 第 928、929 页 在“十一学会”讲演

明代之云南 1945 年 1 月 19 日 第 985 页
在昆明讲演，为文化运动
委员会学术演讲的第六讲

32第 1 期 马玉华: 郑天挺先生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



其 中 《明 清 两 代 滇 黔 之 发 达》一 文，写 于

1942 年 7 月，为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做演

讲。先拟题目为《明清两代滇黔之开拓》，后改为

《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文章分为叙论、区域之

分合、人口、土田、交通、矿产、盐、科举、改土

归流、结论十部分。认为: “滇黔之发达在明清较

前 代 为 胜， 明 清 滇 黔 之 发 达 较 之 他 省 有 过

之”［14］586。郑先生在大理三塔寺曾为干部训练团作

《中国 民 族 之 拓 展》的 讲 演，讲 演 分 四 个 部 分:

“一、中国之移民; 二、中西移民之不同; 三、展

拓的 三 方 面; 四、中 国 民 族 拓 展 的 精 神 与 贡

献。”［15］8811944 年 9 月 18 日，受何炳棣、丁则良、

王逊主持的“十一学会”之邀，郑先生就大理考

察情况，讲《大理见闻》，介绍大理的民家、大理

古史、宗教、氏族、婚姻等问题，讲后有热烈的讨

论。［15］9291945 年 1 月 18 日，他又为云南文化界作

《明代之云南》，分绪论、范围、行政、形势、人

口、土田、财富、交通、文化、结论十节。［15］984 第

二天，云南报纸载: “文化运动委员会学术演讲，

昨日 举 行 第 六 讲，由 联 大 教 授 郑 天 挺 先 生 演 讲

‘明代的云南’。由洪武十五年 ( 1382 年 ) 傅友

德、蓝玉、沐英入滇，至顺治十五年 ( 1658 年 )

吴三桂入滇，二百余年间云南之政治制度、地理环

境及交通、经济、文化等问题，均有精辟之分析。

并谓云 ( 南) 政治进步、文化发达及经济之负担，

绝不弱于他省。”［15］985 可惜，上述的几篇演讲稿均

已散佚。而《历史上入滇通道》一文，“历数自战

国至明清从内地到云南的水陆通道及其变迁，简明

精确。”［18］该文是郑天挺先生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代

表性文章，后收入 《清史探微》［17］246 － 250 和 《探微

集》［19］。

在滇期间，虽然郑天挺先生关注和研究过西南

边疆问题，有许多研究计划，曾收集、阅读、辑录

了大量史料，但却没有能够全部完成，究其原因:

第一，郑天挺先生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主攻

隋唐史、明清史，其学术专长是明清史。他对西南

边疆史地有兴趣，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因缘和合。长

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昆明，这是一个机缘; 西南地区

悠久的历史，加上地方史料相对容易获得，是他关

注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地方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

西南联大各校北返后，郑先生因为大女儿新丧，北

大行政事务繁忙等原因，其学术研究在 1950 年以

前几乎停止了。

第二，1939 年，傅斯年与郑天挺先生有纂写

《明志》的计划，因他讲授明清史，这是他的专业

所在。郑先生 1939 年 6、7 月的日记，记录了他与

傅斯年共拟的 《明志》二十四目和傅斯年新拟的

《明书三十志》目录。［14］161，165 － 167 所以，1939 年郑

先生分出部分精力和时间，来辑录明史方面的资

料。对于此事，他在 《南迁岁月———我的联大八

年》中说: 我当时正为同学讲授明清史，涉及明

史有关问题亦多。在闲谈中，傅 ( 斯年) 希纂辑

《明编年》和 《明通典》，我想别撰 《明 会 要》，

而毛子水教授劝我编辑 《续资治通鉴》续集。过

了几 天，傅 又 来 找 我，劝 一 起 搞 个 东 西，不 叫

《明通典》和 《明会要》，而叫 《明书》。遂共同

拟二十四目。后增为三十目。此书原拟五年完成，

后来因为战争紧迫，事务冗杂，傅又迁往重庆，无

力组织，计划搁浅。

第三，各种事务的繁忙，无暇兼顾西南边疆史

地的研究。西南联大的八年，郑天挺先生先后承担

了“教务” ( 历史教学) 、“所务” ( 北京大学文科

研究所事务) 、“总务” ( 西南联大总务) 等诸多事

项。特别是 1940 年 2 月，郑先生开始担任西南联

大总务长，行政事务日益增多，此职他一直任到

1946 年三校北返。郑先生既要教学，负责北大文

科研究所的事务，还有行政工作，与同辈教授相

比，他要付出双倍的精力才行，个人的学术研究自

然大受影响。郑先生八十寿辰之时出版的 《探微

集》，在后记中说: “我五十岁以前，忙于生活，

没有认真读书”。五十岁以前，即是他在西南联大

( 40 岁至 48 岁) 的时期。这里 “没有认真读书”，

当然是先生的自谦之词，但也说明行政工作的分心

是事实。郑先生担任总务长后，仍坚持给中文系、

历史系的学生上课，讲授中国史部目录学、隋唐五

代史、明清史等课程。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

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1941 年 1

月 29 日的日记载: “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 《明

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

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14］371 其受业弟子王永兴回

忆道: “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

诸大端以及教课; 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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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20］

他就是这样 “利用晚间校勘古籍，焚膏继晷进行

学术研究，在文献学、西南边疆史，尤其是明清史

研究领域创获颇丰”［21］。

第四，西南联大在昆时，郑先生一人在校，长

期住在西南联大的教师宿舍，没有家人陪伴，饮食

不规律，使他的身体常感不适，日记中多处记录了

他腹泻的情况。特别严重的是 1942 年 12 月中，他

曾患斑疹伤寒，持续到 1943 年初才痊愈。后来他

总结生病的原因: “平素自负身体强壮，且亦自知

谨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余自省月余以来饮食

失节，每日午间一时后始出办公室，既不及按时归

食，或就小店零食，或归以馒首佐冷菜冷肉食之，

多寡冷暖无常无序，此积食也。联大总务处事本

杂，更益于事务组，月余来又为讲演事，多翻简

册。余就寝，枕上必读，往往至一时半以后，每晚

睡眠不足六小时，而午睡或能补足或不能补足。自

北大办事处移才盛巷，每周必二三往，往返必三四

小时，此积劳也。余之衣被寄藏乡间，在城仅薄被

一床、衬绒袍一件、破棉袍一件，已不能穿，月初

天气骤寒，日夜仍惟此而已。日间勉可支持，夜眠

多不能酣。此积寒也。”［14］643 这种积食、积寒、积

劳的生活，对他的健康不利，尤其是工作的劳累让

他身体受到影响。总之，上述的诸多因素不允许他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中。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我们展示了以他为

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之际，坚持学术研究

的艰难历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出版，不

但有利于西南联大历史的深入研究，而且可望推动

对郑天挺先生的研究。我们在评述郑天挺先生学术

成果时，除了肯定他在明清史方面的成就外，也应

当注意他对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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