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余 论

甯氏家族统治广西玉林、钦州地区，始于南朝，盛于隋朝，衰落于唐朝。其

历史作用，前面已经从两方面加以详细论述：第一，维护祖国统一大业，起了稳

定祖国南部边疆局势的作用；第二，开发边疆落后地区，传播先进的汉文化。这

里不必重复，仅就甯氏在岭南的统治对唐宋羁縻制和宋元土司制的影响进行一些

粗浅分析。

所谓羁縻制度，据《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云：“羁，马络头也；縻，

牛韁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这是因为中央王朝无法直接统辖少数民

族地区，便任用少数民族的首领为世袭官吏，对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叫做“以

夷制夷”。羁縻的思想在西周时就已经有了。《周礼·周官》云：“王者之于夷狄，

羁縻而己，不可同于华夏。”秦统一中国后，曾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道”

这一行政单位，据《后汉书·百官志五》：“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邑。

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汉承秦制，也把在少数民

族聚居区设置的县称为“道”，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列侯所食县曰国，

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

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干六百三十五。”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听曰：

“地理志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又引俞樾曰：“汉道以辖蛮夷之地。纪

传中屡称县道，道卑于县也。自唐分天下十五道，而道之名始尊。”确实，“道”

的行政区划在秦汉之时并不显眼，被排在县之后，所以俞樾说“道卑于县”。直

到唐代贞观初年，根据各地的山河形势把全国分为十道，开元时又增为十五道，

“道”的名称才显著于世，而这时的“道”，已经和秦汉时“道”的设置有着天

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

汉代除“道”以外，还设置了“属国”“初郡”等行政单位，对归附的少数

民族首领授以各种官职名号，允许他们“以其故俗治”。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

羁縻制度，直到唐朝才真正确立下来。《新唐书·地理志》云：“自太宗平突厥，

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

督、刺史，皆得世袭。”这是以羁縻府州制代替了秦汉以来的“初郡制”“边郡制”。



这种确立下来的羁縻制，比起以往的羁縻思想和“初郡制”来，“以蛮治蛮”的

色彩更加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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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虽然沿袭唐制设立羁縻州、县，但已经呈现出了土司制度的特点。元朝

开始设立土司机构，是土司制度确立的标志。土司制度与羁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

系，但也有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中央王朝直接插手许多土司的内部事务。

由于这个问题已经太多超出本书研究的范畴，因而在此不展开论述。

明朝虽然仍推行土司制度，但土司的弊端日益明显，已不再适合中央的统治

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故从明朝末年开始，就逐渐废除土司而实行“改土归流”，

以流官取代土官。清代时仍不断“改土归流”，但直到民国时期才最后完成。

甯氏统治岭南的兴盛时期，是从南朝梁后期开始到唐朝初年。当时羁縻制度

虽然尚未正式确立，但他们施行的却一直是羁縻政策。可以说，甯氏施行的羁縻

政策，为后来羁縻制度的确立和土司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

在羁縻、土司时代施行的许多政策，在唐以前甯氏控制的羁縻州县就已经提前施

行了。这集中体现在羁縻、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上。具体来说，又体现在政治、

军事、经济和文化上。

在政治上，羁縻、土司制度有两大特征：一是臣服于中央，二是保留世袭制。

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上层人物而言，要在形式上表示臣服于中

央王朝，否则就难免中央王朝的征讨；另一方面是中央王朝必须给中心少数民族

的首领封官，而且允许他们世袭其官职，即“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土司则“世官其土，世有其民”，“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否则，这些

土官就会反叛朝廷。另外，中央王朝也不能将中原地区的法律制度推行到南方少

数民族地区，而是由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完全“依其故俗治”，即依照当地民族

的习惯法治理其各自的辖区。根据这些情况来分析甯氏家族，他们虽然也是割据

一方，并且拥有自己的部族武装，但他们却能紧跟中央王朝，与其他“即其部落

列置州县”，“互不统属”的羁縻、土司州县都不同。当陈朝取代梁朝、隋朝取代

陈朝、唐朝取代隋朝时，甯氏家族都能顺应历史潮流，归顺于当时的中央王朝。

甚至当族人甯道明在唐朝初年联合高州冯暄据南越州造反时，甯长真与合浦太守



甯纯还联合起兵镇压，历 4 年之久。结果，唐朝廷不费一兵一卒，就由甯长真、

甯纯出兵平息了甯氏家族内部的叛乱。这种情况说明，甯氏家族有一种服从中央

王朝的自觉性，与那些对中央王朝阳奉阴违的土官截然不同。

羁縻和土司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保留世袭制。甯氏家族从第一代甯逵到第三代

甯长真，也都是世袭制，但到第四代甯璩时，唐太宗即位后，即取消了甯氏的世

袭特权。这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要到明清时代“改土归流”才实现的，而在甯

氏统治区却是在唐初就执行了。而且，世袭的观念，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各个民族中，都是根深蒂固的老观念，不仅少数民族如此，汉族也如此。只是在

中原地区的汉族，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容许世袭官职存在了，但一遇到合适的条件

（主要指地理和人文环境），原来存入心底的世袭观念就会冒出来，并得到实施。

岭南甯氏的前三代就是如此。但是，当他们的世袭特权被取消后，并没有看到甯

氏有什么不轨的举动。这说明甯氏家族在来到岭南之前就已经适应了没有世袭的

社会环境。岭南甯氏世袭特权的被取消，并不说明甯氏家族已经衰败，他们仍然

拥有豪族的势力。到武则天时期，唐中宗失势，其岳父韦玄贞及其家族被流放到

钦州，甯氏族人甯承基兄弟逼娶其女为妻，说明当时甯氏家族被取消世袭特权后，

势力还很强盛。

在军事上，羁縻州县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但这些武装力量多用于当地守土、

保境安民。直到元明时期，中央王朝才开始大量征调土兵参加各种与当地土司无

直接关系的军事行动，如明朝嘉靖年间的征倭和明末的援辽都投入了大量的士

兵。但是，甯氏家族的部曲武装，在隋朝时就已经被当做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

分，调动他们去参加征交趾、伐高丽等与甯氏领地无关的军事行动了，时间提前

了上千年。

在经济上，羁縻州县和中央的关系是贡赐关系，“毋赋税”，即少数民族首领

依例按期遣使入京进贡本地区土特产品，不用交纳赋税；中央王朝在他们朝贡后，

进行丰厚的回赐。这种朝贡和回赐，表面上看是经济往来，但更重要的则是政治

意义。但到元代施行土司制度时，开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较为普遍地实行赋税

征收政策。这就要建立户籍制度，因为户籍制度是赋税征收的依据。其实，户籍



制度在隋朝和唐初甯氏尚未被剥夺世袭权的统治时期，就已经着手建立；尽管这

些户籍不一定上报户部，但却为以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在土司时代户籍制度的正

式建立打下了基础。这反映出在甯氏世袭统治时期的桂东南地区，与内地的差别

在逐渐缩小乃至最后完全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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