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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隋唐の雲南経営と西南民族② 

3.2 唐初の雲南経営 

■唐朝成立直後 
・爨翫の子爨宏達の自由を回復，昆州刺史に任命して父の遺骸を持って故郷に帰らせる 
620 爨地の諸部はすべて唐朝に帰順 ／同年，南寧州総管府を設置 
621 巂州治中吉弘緯を南寧に派遣して爨部との連携を強化 

 
■南寧州都督府の設置 
・巂州都督府長史韋仁寿を検校南寧都督とし，年一回南寧地区を巡視させる 
624 南寧州総管府を都督府に改め，爨宏達を都督に任命，巂州都督府の政令に従わせる 
※「羈縻都督府」としての南寧州 
634 南寧州を郎州に改める／716 ふたたび南寧州都督府に戻す 
・南寧州都督府は「羈縻都督府」→戎州都督府（宜賓）の管轄下にある 
 武徳・貞観年間：爨宏達が南寧州都督 ／ 開元年間：宏達の子爨帰王→爨氏の滅亡まで続く 

 
■雲南西部への進出 
621 安撫大使李英らを西洱河（洱海）地区に派遣し，姚州を設置（今の大姚・姚安付近） 

12 月西洱河地区の昆明蛮が「遣使朝貢，因求内附，自是毎歳不絶。」（『唐会要』巻 98） 

南寧州都督（韋仁寿）が兵 500 人を率いて遠征 
「循西洱河，開地数千里，称詔置七州十五県，酋豪皆来賓見，即授以牧宰，咸令簡厳，人人安悦。」 

（『新唐書』韋仁寿伝） 

■梁建方の遠征（648） 
「松外蛮」：四川の塩辺県およびその西南に分布（巂州都督府の管轄下）しばしば唐朝と衝突 
645 巂州都督劉伯英の上疏「松外諸蛮，率暫附亟叛，請撃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 
 →松外蛮の鎮圧と雲南～インドルートの開拓 
648 右武侯将軍梁建方を派遣 
 
■趙孝祖の遠征（651） 
649 糜州都督府（今の元謀）を設置， 
  巂州都督府以南，郎州都督府以西を管轄 
 →当地の白水蛮・勃弄蛮・弄棟蛮等の反抗を招く 
651 左領将軍趙孝祖を派遣，白水蛮を征討 
656 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顕・和蛮大首領王羅祁・ 
  郎梨盤昆四州大首領王伽衝らが唐に帰附 
 唐初以来の西南進出が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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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3.4『新唐書』巻二百二十二下 南蛮伝下 
……高祖卽位，以其子弘達為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益州刺史段綸遣兪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

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靑蛉、弄棟為縣。…… 
  爨弘達旣死，以爨歸王為南寧州都督，居石城，襲殺東爨首領蓋聘及子蓋啟，徙共範川。 
 
史料 3.5『旧唐書』巻百八十五 良吏伝上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巂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

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

督，寄聽政於越巂，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

豪帥為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歡悅。及將還，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

城池未立為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巡撫，不敢擅住。」

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物，高祖大悅。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鎮

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略，不時

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史料 3.6『唐会要』巻九十八 昆弥国 
  昆彌國者，一曰昆明，西南夷也。以爨之西洱河為界，卽葉楡河也。其俗與突厥略同，去京師九

千里。勝兵數萬人。相傳云與匈奴本是兄弟國也。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郡部，其後復絕，諸葛亮定

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嶲州治中吉宏偉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貢，因求內

附，自是每歲不絕。其使多由黔南路而至。近又封其別帥為滇王，世襲其國。 
 
史料 3.7『新唐書』巻二百二十二下 南蛮伝下 
  松外蠻尚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貞觀中，巂州都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

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宗以右武候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

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

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餘衆感悅。 

  西洱河蛮，亦曰河蠻，道繇郞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巂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

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乃遣首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

洱河大首領楊斂、松外首領蒙羽皆入朝，授官秩。顯慶元年 ，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 、和蠻大首領

王羅祁 、郞昆梨盤四州大首領王伽衝率部落四千人歸附 ，入朝貢方物。其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

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為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諸蠻皆臣吐蕃。 
 
史料 3.8『資治通鑑』巻一九九 唐紀十五 高宗永徽二年（651）～三年（652） 
（二年八月）己卯，郞州白水蠻反，寇麻州，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 
（十一月）郞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蠻酋禿磨蒲及儉彌于帥衆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

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奏言：「貞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靑蛉、弄棟為州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

勃弄二川，恆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楡、西洱河相接，人衆殷實，多於蜀川，

無大酋長，好結讎怨，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敕許之。 
（三年）夏，四月，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歿盛，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顚。自餘皆屯聚保險，

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蠻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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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高宗期の雲南経営 
・当初の目的地は滇池地区→爨弘達帰附の後，おもに洱海地区へ 
・洱海地区に関する知識の増加→梁建方の遠征時の記録と思われるものが各史書 
（『通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に残る→「西洱河風土記」（←方国瑜による命名） 

※「西洱河風土記」 
「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戸，小者二三百戸。無大君長，有数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

各拠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漢人。」 
・あまり大きな政治統合は存在しない→白子国「伝説」と矛盾？ 
 
■姚州都督府の設置 
664 「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都督府」唐王朝の最前線基地（毎年 500 人を派遣） 

・中原から雲南へのルートが石門路（戎州＝宜賓経由）から清渓関路（巂州＝西昌経由）に変化 

 

■チベットの吐蕃王朝 
630 ソンツェン・ガンポ王即位 
633 都をラサに定め，吐蕃王朝を開く 
634 唐に使者を送る 
636 唐に公主降嫁を求めるが拒絶される 
638 分裂状態の吐谷渾を攻撃，臣属させる 

松州（四川西北部）で唐軍と対峙，公主降嫁を迫る 
640 唐から文成公主を迎える 
7c後半 東西通商路（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支配に乗り出す 
670 唐の安西四鎮を制圧 
680 文成公主死去 
692 唐が安西四鎮を奪回 

704 ティ･ドゥーソン王，雲南親征中に死去 
  河西だけでなく四川西部・南部・雲南も唐・吐蕃両者の争奪地 
 

■姚州の争奪 

・チベットから茂州に出て，成都の西側を通って巂州経由で雲南に入るルートの存在 
→吐蕃と唐の間で巂州－姚州ルートの争奪（河西だけでなく四川西部・南部・雲南も唐・吐蕃両者の争奪地） 

678 唐，茂州西南に安戎城を築く 
680 吐蕃が安戎城を占拠（四川南部の「生羌」を道案内として利用） 
 「由是西洱諸蛮皆降於吐蕃。」（『通鑑』） 唐はやむなく姚州を放棄 
 
■姚州都督府の復活 
688 頃 姚州都督府を再設置（昆州刺史爨乾福ら爨氏の誓願による） 
689 「浪穹州蛮酋傍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 
 観察御史裴懐古，姚州都督となり西南蛮を「安集」 
694 「永昌蛮酋菫期帥部落二十余万戸内附。」→西北でも唐が攻勢に出ている時期（安西四鎮奪回） 

・裴懐古の後 姚州都督に人を得ず，しばしば現地民族の反乱を招く 
→武后時期に廃止論も（対吐蕃戦略上の意義から考えても受け入れられ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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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3.9「西洱河風土記」（『通典』巻一八七 南蛮上 松外諸蛮 〔〕内は他史料により補足） 
  松外諸蠻，大唐貞觀末為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洱音貳。其西洱河，從巂州西千五百里，其地

有數十百部落 ，大者五六百戶 ，小者二三百戶 。無大君長 ，有數十姓 ，以楊 、李 、趙 、董為名

家，各據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鋋，言語雖小訛舛，大略

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曆數。 

  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蹻之餘種也。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穫亦與中夏同，而以十二月

為歲首。菜則蔥、韭、蒜、菁，果則桃、梅、李、柰。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出絁、絹、絲、布〔、

麻〕，幅廣七寸以下。〔染色有緋帛。〕早蠶以正月生，二月熟。畜〔則〕有牛、馬、豬、羊、雞、犬。

飯用竹筲，摶之而噉。羹用象〔牙〕杯，形若雞彝。有船無車。男子以氈皮為帔，女子絁布為裙衫，

仍披氈皮之帔。頭髻有髮，一盤而成，形如髽。阻瓜反。男女皆跣。 
  至於死喪哭泣，棺槨襲斂，無不畢備。三年之內，穿地為坎，殯於舍側，上作小屋。三年而後，

出而葬之，蠡蚌封棺，令其耐濕。〔豪富者殺馬牛祭祀，親戚必會，皆賫牛酒助焉，多者至數百人。〕父

母死，皆斬衰布衣，〔不澡，〕遠者至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然後卽吉。其被人殺者，喪主以麻結髮，

而黑其面，衣裳不緝。唯服內不廢婚嫁。 

  娶妻不避同姓。〔富室娶嫁，金銀各數十兩，馬牛羊皆數十頭，酒數十瓶。女之所其俗賫金銀，將徙

亦稱顯，婿不親迎，女至其家，亦有拜謁尊卑之禮。〕 

  其俗，有盜竊、殺人、淫穢之事，酋長卽立一長木，為擊鼓警衆，共會其下，強盜者衆共殺之。

若賊家富強，但燒其屋宅，奪其田業而已。〔不至於死。穿踰盗者，九倍徴賦。処女孀妻，淫佚不坐，有

夫而淫，男女倶死。不跨有夫女子之衣，若姦淫之人，其族強者，輸金銀請和，妻則棄之。其兩殺者死。

家族即報復，力不能敵，則援其部落舉兵相攻之。〕 
 
史料 3.10『資治通鑑』巻二百一 唐紀十七 高宗麟德元年（664）五月 
  乙卯，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都督府。 
 
史料 3.11『資治通鑑』巻二百二 唐紀十八 高宗永隆元年（680）七月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衞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

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

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巂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

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史料 3.12『資治通鑑』巻二百四 唐紀二十 則天后永昌元年（689）五月 
  浪穹州蠻酋傍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以傍時昔為浪穹州刺史，令統其衆。 
 
史料 3.13『資治通鑑』巻二百五 唐紀二十一 則天后延載元年（694）六月 
  天授中，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薰期帥部落二十餘萬戶內附。 
 
史料 3.14『資治通鑑』巻二百六 唐紀二十二 則天后聖暦元年（698）十月條下，年末 
  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

國，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為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

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隸巂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

省，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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