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聞組旬境內，亦行土司制度。邊民間有爭執，站:聽由土司評斷。故

邊地現仍為封建社會，而非民主法治之社會也。

子再詢以邊民對漢官之觀感如何?炳麟兄不景擅額搖首默然不語

。于謂甜:我不分彼此，可不必顧慮什麼，伊方謂邊官要錢歷代皆然。

在邊民心目中，漢官係為要錢而來，耍了錢而去。事實上故府委派官

員到邊地，亦以解決其本身生活為附帶目的。在省廳工作清苦久了，

到邊地二三年，帶些黃金鴉牙間來，一生吃用不盡。此間官場研謂

「調劑」是也。民國成立三十多年，邊政還不能上軌道，此貴為基本

原因。邊官飯以搜刮邊民為能事，一般胥吏委員之流，每每利用合令

，向人民需索，所謂黃白黑白黃金、白銀、鴉片皆昕歡迎也。一張豹

皮，主建兩鹿孽，或主區分爵番，均足使其口角流涯，愛小貪利，醜態畢

露。此輩非腎、局之親戚，師達官之故莓，胡作非為，用以推行政令則

不足，用以招邊民怨恨則有餘。是以邊民對於漢官，既無德可壤，亦

無威可畏。欲化除民族隔眩，說罔邊地民心，首領從廢除調劑辦法，

嗔派官員作起。

至於建設邊疆，第一開關交通，以打破邊地與苟地;之阻隔。第二

推進教育，增進邊胞知識，選拔邊跑青年，施以起胡訓練，以為推進

新政之幹部。第三獎勵各接過婚，以打破民族隔眩，造成大國挨。第

四宿生醫藥由省供給，並派公醫為邊民治病。邊民主浩如得改進，向

心力自亦提高矣。

病麟兄所言切中肯栗。于站;深以未能與彼揖于建設邊疆為惜。彼

謂來日方長，祇要同具此心，將來或有合作之一日 3 于送至縣府門口

，互道主主重而別。

邊官談邊政不口
‘'

一一雲南 JS彩之十六一一

*
上面郭科長、某局長和石土司對於邊政的解各有不同之點，這是因為

他們的立場不同使然。由這三個不同角度作觀察，使我7解邊地建設的重

心在交通教育和衛生同時在行故土乏自建立合理的賦稅制H~尤氯嗔派廉能官

員為民造福以放拾民心增加向心力。

靜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我赴任大理之前，曾去雲南省政府民故廳拜訪郭

科長，他是邊政科科長。我在三年前認識他，所以他對我說話還直卒，

一一科長是邊故專家，特前來請教。

一棚，不敢。倘兄上大理，好地方好的。大理是進西政治文

化的中心，並不在邊故之列。

一一哦，我知道大理不算邊疆地區。不過，那裡離思普邊直不遠了，

我想了解點邊疆行致的情形。

一一邊疆行政，啊!說來是一言難盡。

一一我們是老朋友，詰隨便說說好了。

一--好好隨便聊聊。

下面便是他談話的內容:

本省的邊區，是西南國防的前攏，地區遼潤，漢夷雜處。因為交通阻

塞，所以仍是一塊未開發的處女地;人民也過著半原始的生活。行政方?
'政府雖設縣治或設治局，實際權力仍在土司之手。說起土司那是從元叫
開始的。克誠大理國後，於十二版納置車旦軍民宣慰使司以撫輯蠻夷。明

清因之，民國後仍存土司制度，名目有宜慰使司，土把輝、司，土千總司，

土便委司等，都是世襲昀土官。雖有些邊遠縣分己實施地方自治，設置鄉

子
whv

r
村
山F

科長憨慨話建政

有吉普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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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控告人妄稱民意代表，贊不氯先查明是否係合法產生昀代表，然

後先法處理?或者就用莫賓有昀于古提案，給他一個撤職查辦，而不讓他

有申難的機會?

某局長說到這里，額上血跟黨張，他那心頭悲忿之火，跟著他高聾的

話音發射出來。我聽了，心里也替他不平，卸想不出話語來安慰他。默然

一陣之後，主人笑著說: I"官場就是這麼一同事，君聞些吧! J

募迺土司的卓見

我想起三十五年二月在宜夏縣政府襄和欄募迺石土司的一段談話。

募迺土司石炳麟君自三十四年十一月在昆明相識後，為洽談卡瓦山邊

區的事，時常往來。他是保黑族人，曾肆業中央軍校第五分校，富國家思

想，書信寫作頗為典雅。可見他曾經讀過不少古書下面是我和他談話的→

段日記:

二月十八日星期四晴

募迺土司石炳麟兄自昆明來，相見甚歡。伊於開發卡瓦山計章，

因省府改組未能貫現，表示極為可惜。中午留彼共餐後，促膝談邊地

情況，頗多前所未聞者。于詢以思普邊區情形。伊謂思普邊區一詞係

沿思普道治而來，範圈很廣，包括思芽、普再、車里、{弗海、南晴、

鎮越、江城、雙江、瀾滄、六順、緬寧、景谷、景東、新平、鎮況、

墨江十七縣及滄源、臨江南設治局，面積約佔全省面積三分之一，而

人口不到一百萬，真是地廣人稀。氣侯懊熱，五穀容易生長，礦產尤

為豐富。祇以交通阻隔，一眼人視為化外之地。居民漢夷雜處，以擺

夷為最多，其次有漢人、阿卡、卡瓦、孺蠻、保黑等，很此和睦相處

，各守其俗，大都信仰佛教及見神，佛寺廟剎到處皆有。

土司為地方政治首領。比一制度為歷代中央i!ik府所苦心培植者。

蓋邊民如一般散沙。漢官語言不通，情形隔膜，~、2頁由土司以統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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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長、審議會，但鄉鎮長都是原來的土司，套話會也有名無賞 c 民夷人還

不曉得怎接當參議員參議長啊!至於說民選鄉鎮長那更談不上了。就經濟

方面說，土司是大地主，邊民完納租稅都先鐵交土司。所以土司介於縣局

長與人民之間，按著政治經濟的貢際權力。縣局長要想順利推行故令，非
興土司相處融洽不可。

邊地的情形確是和內地情形不同。但有些去邊地主持行政的就存心利

用一「情形特殊」四個字，來作為向邊民需索的護身符。朗朗是包庇種姻，

卸說是情形特殊，無法瀏 j絕。田間是散索邊民，去口說是邊民頑劣，非罰款

不足以懲傲。對上級令辦的事，也都以「邊區情形特殊」而報請免辦。去

年通報各縣局填報當地物質，有某一縣便呈復本縣地處邊陸，情形特殊，

並無物質，請予免報。這多麼荒唐!當地即使適用半間，也有半開物價，

怎能說並無物價。這麼一來，省府雖重祖邊疆 i 而邊誼情形仍一團糟!

凡到過邊地的人都知道今天邊民最恨的是漢官，尤其恨新委的縣局長

。為什麼恨新委的?說來是笑話，我且舉一個例，早餐年前，我到滄源設

治局去查案，我順便問幾位邊民，曲:們的局長好不好，他們都不置可否，

我再問倘不好換一位好嗎?他們都說不要換，局長而為人民挽留，應該是

好局長了，其實不然，在邊民心目中，凡漢官都是要錢的，一個漢官任了

錢年，邊民己奉獻過了，換來一個，豈不是叉要奉獻一次嗎?何以在省捏

是清清白白的好人，一發表去邊地都會變成貪官呢?這說來原因很多，總
之，是積習太深了!

郭科長說到這裡逼迫搖頭，表示出無限的感慨，

一(一老兄認為要怎接才能改進呢?

-一~要想辦好邊政，首先要慎技官員。要派出去的官員有抱負、有作

為、能自守而又為當道昕能深信的人。既經任為縣長、局長，使得予以保

障，予以信任，使他能鉤放手去作。因為能自守，不飲財，緯能建立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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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民心。過去去邊地敢於作壞事，便因「天高皇帝遠J '所以交通建

設確是根本之園。交通便利了，不但邊官不敢作壤事，邊地豐富的物產也

能夠輸出，邊民的生活才能改進。其他教育、衛生才能跟著充實起來。在

公路未閉關之前，似乎可先開闊航空線。不過，在這中央j亡於戰亂的時侯

，談閉關邊地航空線叉變成笑話了。哈哈哈......

一一高見，高見。

我在笑聲中辭了出來。

一個設治局長的呼籲

三卡五年底，我在昆明一個廳副1場合中，遇著一位自耿馬設治局卸任

下來的某馬長，他三十多歲，年齡和我相街，說起來我們是同行。因為我

隨時關心邊地情形，我們便細談起來。用餐之後，他酒醋耳熟，有問必答

。而且說話時激昂!康慨，好像要把滿肚子的冤氣，在主人和我面前，全部

傾瀉出來。下面便是我們的談話:

一一那邊的情形同內地有點不同吧?

一一邊地情形自然與內地不同，坐在辦公廳的大人先生們，他們不管

邊宮的死活，凡是內地各縣要做的事，也照樣給邊地來一套，並不問邊區

的客觀環境告、樣，能不能行得通。邊地有困難報請解決或解答，他們抱著

隔岸觀火的態度，久久不同答，問使同答下來，那些官樣文章，會使得我

們進退維谷，啼笑皆非。那些辦公文的老爺們，以為設治高等於三等縣，

肩長有和縣長一樣的權力。縣裡行得通，局裡也行得通。這便是忽略客觀

環境的錯誤。今天邊區的設治局長，一句話，祇是深山古剎裡的一名「掛

單和尚J ，作為省政府行使治權的象徵而已。因為邊區裡大部分百姓是夷

民，他們不通漢語，不識漢文。在夷民的頂頭上，有鑽百年前皇帝加封的

宜慰司、安撫司、長官司一類的人物一一土司官，在那裡般若真正的主人

, ;重些土司所領有的土地大約估全局既有耕地面積的半數，他們在經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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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地主，在~治是土司官， r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z辛土之 J責莫非王臣」

'這句話在土司方面還沒有失掉時間性。

一一那邊有些什麼夷民?

一一在那邊住山的吽山頭，住 j霸的是擺夷，漢人拉山住壩都有。還有

:FIE弄、阿昌、卡瓦等族則多住山麓。耿馬全境人口祇二三萬人。他們各揉

各的語言，各保留若各自的生活方式。文字則通行擺要丈。這些夷民各有

特殊的裝束，最常見的山頭人是頭衰藍巾，耳戴鐵環(不分男女) ，跟自

藤皮，口嚼檳榔，隨身都掛著大刀，表露著準備同人拉闊的姿態。他們會

因為少數裝個錢而致死和他們毫不相干的人。在他們居心目中，局長是漢

官，官是流水，川流不息地你去我來。土司官才是萬至于不蟹和衣食有闋的

文母。他們祇知道聽從父母的命令，而不管局長的命令是啥玩藝見。有些

人主張設治局長應硬幹'理由是邊民畏威不憾德。其重這是錯誤的。因為

槍桿不是對老百姓用的;也不是萬龍的。退一萬步說，對不聽政令的邊民

就真的要硬幹，設治局三十九貝名的保衛中峰和三十多投爛槍能管什麼用

呢?土司邊民有的是外國造的步槍、卡柄槍、甚至衝錯槍。保衛中臣表能發

揮威力嗎?更何況保衛中隘的優兵都是夷民，他們平時誰不在土司卿邊三

呼五叩呢!早半年李專員到邊區觀察禁焰，曾對我說: r拉的環境太差，

不過不要灰心，慢懂地傲，做了多少算多少。我知道在這些地方推行改令

實在棘手。如果不能推行，希墓的可先認識認識環境，無後慢惶來傲。」這

是充滿同情的話，但我聽了也是夠沉痛的!

一一那邊的經費主要靠什麼收入?

←一設治局的經費來源，名義上是同各縣一樣，事實上不是這末同事

。自賦沒有關征，這是為優待邊民，所以根本沒有田間收入。升斗捐、蜈

柴捐、建席捐、牌照稅都因商業冷淡無從起征;祇有租屠稅每月收入三四

十萬元，還有財政廳補助的國庫接補款一年祇有二十萬元。現在黃金一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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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記開新城見

山

由越共製造的泰北難民問題，最近又因為越共自高棉邊境侵入春北，

掀起「難潮」。也引起我們對派往泰國北部考依蘭難民營歇會事奉的馮玉

蔣

木)~"-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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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萬元。這每月四十來萬元的收入，還不夠發四個職員的薪水。為了

節省開支，把全局職員緊縮到祇有六員，而收入還不夠支出，祇好每半年

向土司攤派一次。這也就是說局長要看土司的顏色。有時省故府派委員來

，如查案委員、禁洒委員、督導員、觀察員等，來的次數多些，所有食宿

扶馬的招待費以及同程旅費，局里無著落，也要臨時向各土司攤痕。....

一一怎麼委員的旅費，都要局襄供應呢?

一一局襄不設法供應旅費，委員能罔省嗎?省府照規定付給他們的出

差費每天祇一千五百元。全部來向兩個月的差旅費，頂多祇夠一個月用。

清姊妹非常關切。

春北環境特殊，交通不便，生活艱苦，使多少傳道人華而卸步。然而

我國均有兩位女宣敬師在那襄默默的工作，一位是六年前出臺北中華海外

室還協會差派的胡千惠姊妹，原在泰北難民營區服勞，現在泰國東北部宣

道。另一位是去年(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經由花園新按教會差派的

局里奉送的旅費，祇要他們不一定要多少，便算是天公地道了。就以我自

己去年度受委設治局長來說，秘書、保衛喙長必 2頁自己帶去。可是公家祇

讓我一個人的差旅費。在一個月的途徑上，至少也得虧空三十多萬元。你

不向地方攤派罔來，祇有自己賠接了。
馮玉清姊妹。她們都有為主勞苦的心志，忠貞事主的見證。筆者在教會襄

時常君到她們的事工報導。知道她們勤奮事奉滿有主的同在，這襄僅將生

活方面一食的部份，記點下來:

泰北終年乾旱，土地貧瘖，居民多過著窮苦的生活。住的是木故擋，

茅草蓋的高肺屋。吃的是定時、無定餐的儒米飯，配上「打馬昏 J '或「

酸水」。所謂「打馬昏 J '就是以木瓜為主料的拌栗。在泰北，木瓜樹到

處可見，把小木瓜摘下來，去皮切絲，加上兢椒、臭魚本、蝦米、小番茄

一一那邊教育落後，全境內找不出一個大學生;就是高小畢業的也是

鳳毛麟角。你想就地找秘書人才是找不到均，所以不能不自己帶。局里人

手少，會辦公文的人更少，上級來的通案公文叉多，於是天天祇見上級路

闊的官腔在你頭上咆嚀。什度。住該肩長是問 J ' r致干咎民J ' r致干

查究J ' r形同傀儡J ' r著記大過一次J ......像對我的這一次，不間也

一一現在一干五百元祇夠老一客飯，這種現定也太不合理了。

，再加少許酸甜汁、塘、墟攪拌，春護下，就成了泰國人飯食上不可缺少不查，就下來一張「撤職查辦」的省令，而且見諸於報紙。在那些辦公文

的佐料。甘之如筒，胡姊妹還替它取了一個雅俗共賞的名字，吽做「木瓜

沙拉」

在泰北，主日禮拜後多在室外樹下野餐，大家膺地跪坐，用手指抓取

食物，捏送口中。通常是左手抓飯，右手抓菜，姆指、食指和中指還有一

定的抓法。無論跪坐和抓食都要久經訓練，為了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為

老爺們的眼裹，局長祇是一個委任官，算得了什麼!愛怎個整就怎個整。

可是我們當事人就冤枉死了!{;'J\說他塢的局長是人幹的嗎?說起來不合理

的事太多了。我且隨便提出去是個問題:一、在實行民主的現時代，封建的

土司制度，還有存在的必要嗎?二、邊地政令不能推行，尤其是禁故，能

不能由設治局長完全負責呢?三、上被用以管制內地縣長的考按獎懲規則

了幫助傳福音的緣故，也非隨俗學習操練不可。

- 47 一

，可不可以同樣來獎懲邊地縣局長呢?四、上級接關接到只花廿亢郵票均

一-且只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