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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巴各族儿女喜迎藏川青滇毗邻地区康巴文化艺术节盛典之际，《第七届毗邻地区康巴文

化艺术节暨首届藏族音乐舞蹈文化论坛论文集》欣然问世。这部旨在研究康巴文化、传承藏族音

乐歌舞优秀艺术的专著，无疑是康巴文化艺术研究领域内的一件大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

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

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党的十八大对文化建设作出了全新的定

位、指出了明确的道路、提出了更高的目标，把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为文化强国建

设绘出了一条更加清晰的路线图；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更加重视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更加重视保

障公民基本的文化权益，更加重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更加重视优秀文化产品的创作

生产和文化人才的造就培养；必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一次全新

的契机。

藏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巴优秀文化是藏民族优秀

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奇葩，是藏民族优秀文化中最具性格、最具活力、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其文化特质以藏族优秀文化为主体，以包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形态，涵盖了藏区东部经济、

社会、政治、宗教、艺术、风俗乃至人群心理等各个方面，具有多元性、兼容性、复合性等特

色。通过康巴文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人们联想到的不仅有康巴汉子、康巴文化，还有康巴生

活、康巴生产、康巴胆略、康巴义气、康巴忠义、康巴气质。

昌都是西藏古文明的中心之一，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夙为康巴中心”。五千年前的卡若文

明用一个原始、神秘的石器文化形态，向世人展示了其独特魅力；而作为发源地的昌都更是继往

开来，在传承古文化的同时，也以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在康巴大舞台尽情演绎着藏区东部的发展

与进步，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通观康巴文化发展史，既有对藏族起源有着重要史料研究价值的

新石器时期卡若文明，又有藏、汉、蒙、回、纳西、珞巴等多民族文化元素所展示出的青藏高原

文化、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东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域外尼泊尔、印度等文化大融合

的历史轨迹。以卡若远古文明为标志，顺着旄牛、筰、邛、东女国、吐蕃等历史发展轨迹，昌都

自古以来是各民族生存、迁徙和融合的重要走廊，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积淀厚重，堪称天然的自

然博物馆和人类学宝库。

康巴文化与卫藏、安多等文化相比独特性十分明显，在唐卡、雕塑、建筑、装饰、服饰、歌

舞、说唱艺术、习俗、劳动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创造精神，形成不同的风格流

派，演绎出多样的审美情趣。昌都锅庄、芒康弦子、丁青热巴等舞蹈艺术在民间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研究人才。史诗 《格萨尔王传》说唱艺术流传久远，是世

界上唯一的活史诗，传唱已经千年之久，世界罕见。唐卡绘画艺术的勉唐画派、钦泽画派、噶玛

嘎孜画派三大派系昌都均有传承；雕刻、金属锻造技艺精湛，享誉整个藏区。昌都除了有藏传佛

教各教派外，还有伊斯兰教、天主教、道教、东巴教等与佛教迥然不同的教派；有保持千年独特

制盐工艺的古盐田，有千年历史的昌都日通藏药。而更重要的，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的地方，当之无愧成为西藏红色文化最具亮点的区域。这些文化元素，正是康巴文化传承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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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支撑。

多年来，区内外藏学家潜心于康巴文化的研究，本论文集正是这一研究的结晶。来自北京、

上海、四川、云南、青海、甘肃以及西藏等地的４０多名专家，共撰写论文４０篇，内容涵盖了藏

族优秀文化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对康巴文化的歌舞、绘画、说唱、音乐等方面的考证研究，体现

了当代藏学家对藏民族优秀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保护好、传承好藏民族优秀

文化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于努力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社会

具深远的意义。

在全球经济化的大环境下，昌都地区顺应时代潮流，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联手迪庆、

甘孜、玉树三州共同打造康巴文化品牌，更是迈出了关键一步。这对于展示康巴地区底蕴深厚、

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展示康区独具魅力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民族风情，进一步弘扬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拓展经济合作，扩大文化交流，巩固传统友谊，促进共同繁荣与进步，具有积极影

响；有助于形成大文化大开发的新格局。

准确定位、认识、宣传和推介康巴文化艺术，提升康巴文化品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西藏、

了解昌都、了解康巴，让康巴文化的世界属性得以充分展示，仍然是藏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是

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只有研究更加地深入，才能使康巴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弘扬。

期待康巴文化绽放奇彩！

期待一个文化的昌都、文化的康巴走向世界！

罗布顿珠

２０１３年８月于西藏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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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产生环境与发展脉络及特点

昌都地区政协　土　呷

　　摘　要：本文以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产生环境与发展脉络及特点为题，就康区昌都三江峡谷

文化的生态与人文环境，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脉络，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基

本特征为据，论证了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形

成与发展起来的藏民族区域文化。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底蕴深厚，极大

地丰富了藏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昌都　三江峡谷文化　环境与发展脉络　特点

西藏昌都地区是青藏高原人类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连接藏、川、青、滇的交通枢纽，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 “西藏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昌都地区既是西藏自治区所

辖七地 （市）之一，又是藏族三大区域划分中康区的核心地区。５０００年前，勤劳、勇敢、智慧

和富于开拓创新的昌都先民，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三江峡谷地

区，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昌都 “卡若文化”。随后，卡若文化又经过４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在从中华母

文化的机体里不断吸收各种文化营养的同时，也接受了邻近其他文化圈的某些文化因子，进而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藏区地域文化———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那么，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产生的

生态与人文环境怎样？它的源头在哪里？其发展脉络如何？又有哪些丰富内涵与特点？这些是本

文试图探讨和回答的几个问题。

一、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生态与人文环境

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历史环境则是一个民族形成的重

要因素。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总是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相联系的。

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得以衍生的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历史环境三大因素。

（一）昌都文化得以衍生的地理环境

对藏族居住和生活的青藏高原，藏族史学家有一个形象而又特色鲜明的 “三区划分法”，即
“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朵康六岗”。按照藏族传统的地域观念，昌都地区属于三区

划分中的 “下部朵康六岗”之内。“朵”在藏语中的本意为水汇合的地方，引申意为四通八达之

地。“康”指 “边地”，是相对于 “卫藏”中心地区而言的 “边地”。“朵康”合在一起意为 “四通

八达之边地”。“六岗”是指色莫岗、勃波岗、察瓦岗、芒康岗、玛杂岗、木雅惹岗，这 “六岗”

大体位于康区。“岗”是藏语，是对两水之间高原的称呼。康区藏族是藏民族的一个重要分支，

而昌都地区是康区藏族聚居的核心区域。康区既是藏族传统的三大地理区域之一，也是藏区三大

方言中使用康巴语的区域。 “康”在历史上并无固定的疆界，习惯上是指西藏昌都边坝丹达山
（夏贡拉山）以东说康巴方言的藏区。大致包括了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

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藏区。朵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昌

都地区作为康区文化的核心区，始终包括在朵康之中，这是没有争议的。

昌都地区位于西藏东部 “红山红土地”的横断山脉北部。昌都总体地势是西北部高，山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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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分水岭地区保存着宽广的高原面；东南部低，山体被切割成星罗棋布状。昌都境内自西向

东矗立着巍峨峻拔的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和芒康山。在这些逶迤延绵的山脉间，怒江、澜沧江

和金沙江向南涛涛流去，形成了 “两山夹一川，两川夹一山”的三江峡谷地带，故我们形象地称

昌都传统文化为 “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这些深沟峡谷形成一条条沟通我国西北、西南地区

交通的天然通道，成为古代部落人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石硕教授在昌都实地考察

后撰写的 《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中确切详明地指出：“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

西部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统荟萃的一个重要

枢纽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对康区昌都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心

理因素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是昌都一带山高谷深、河流密布、地势险要、交通阻隔，生存

条件较为艰苦的环境，造就了康巴人个性张扬、坚韧强悍、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性格特征。

（二）昌都三江峡谷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昌都境内由于峡谷纵深，海拔高低悬殊，导致气候多样化带状特征十分明显，从海拔２２００
米的亚热带到海拔４７００米以上的高寒带，形成了明显的植物地带性分布规律，这就决定了昌都

地区农牧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昌都西北部山体比较完整，三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区保存着较宽广的

高原面，为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部山势陡峻，河谷深切，分水岭窄，高原面破碎，牧

业发展受到较多约束，而深谷地则为以农业为主的种植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地理结构使

昌都地区农牧业格局呈现出以下特征：农业由北至南呈循三江流域河谷地及支流两岸分布的状

态，构造了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条种植带，是典型的河谷农业。牧业则属于高山坡地牧业，

沿三江流域两旁山地构造了三道牧业带，形成了山地与河谷的农牧分异结构。以上这种地带性分

异规律决定了昌都传统的经济为农业、牧业、半农半牧业这三种类型，其中以半农半牧业为主。

不同的自然环境对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有重大影响。从公元１０世纪到１３世纪，西藏由

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西藏的腹心地卫藏地区逐渐建立了典型的封建领主庄园制，即谿卡庄

园制。但昌都地区直到１９５０年西藏和平解放时，也没有建立谿卡领主庄园制。从经济形态看，

这是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康区不同于卫藏地区的重要标志。昌都地区没有采用谿卡庄园制的原

因，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昌都地区地处三江流域、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耕地

分散零碎，交通不便，只适合个体家庭经营而不利于集中经营；昌都地区松散的部落制度使昌都

领主的经济难以集中经营。从而形成农奴以户为单位对领主土地进行租佃式的经营。昌都地区自

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是昌都社会上层建筑赖以立足的根基。

（三）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产生的历史环境

在隋唐之前，藏汉文献对昌都已有粗略的记载。早期苯教文献和在敦煌发现的古藏文中，多

次提到了昌都西北部的 “苏毗林几金秀”。在汉文史料中，早期对藏东昌一带都统称为 “西羌”

“西南夷”等。后来，随着交往的增多，了解的深入，对昌都一带的不同地区分别称为 “苏毗”

“附国”“东女国”等。公元７世纪，吐蕃在雅砻河谷崛起，昌都一带被吐蕃征服，而这一征服过

程是伴随着吐蕃的军事扩张开始，并随着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不断传播和渗透而完成的。昌都被当

时吐蕃军政区 “五茹”中的 “苏毗茹”管辖，并以此为基地向唐朝和南诏方向扩张，吐蕃军防守

边地的精锐部队之一 “中勇士部”就驻扎在昌都境内。赤松德赞时期，昌都拉多头人被授予 “拉

多王”封号。８０４年夏天，按照赤松德赞的诏令，在今昌都地区的察雅仁达丹玛摩崖上雕刻了刻

经兴佛、祈求唐蕃和好等为内容的藏汉文字和造像。８４２年，吐蕃王朝灭亡，西藏地区陷入分裂

割据状态。１３世纪中叶，元朝实现了包括西藏、昌都在内的中国大统一。元朝在宣政院下设三

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藏区，其中 “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管辖范围包括今昌都地

区。当时，忽必烈把昌都一带作为 “三个却喀”中 “朵堆人区”的一部分，将管辖权封赐给了八

思巴。八思巴又任命吐蕃王室后裔，当时属于昌都 “沙贡德巴”家族的董·新巴贝为多康的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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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总管）。后来明朝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管理体制，设立了军民兼治的卫所管理机构，昌

都一带属于 “朵甘卫指挥使司”管辖。明末清初，先是康区白利土司顿月多吉的势力扩展到昌

都、贡觉、类乌齐、芒康等地；再是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进兵昌都，双方经过一年鏖战，固

始汗于１６３９年消灭了白利土司。１７１９年，朝廷派大军进藏平乱，康熙帝先后授封昌都帕巴拉、

察雅罗登西饶、类乌齐帕曲、八宿达察济隆等四大活佛为 “诺门汗”“呼图克图”等名号。进一

步加强了对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的直接管理。１７２６年，朝廷官员鄂齐、班第会同川、

藏、滇三方官员会勘地界，决定以金沙江西边的宁静山为界，以西为达赖喇嘛的 “香火地”，以

东属四川，中甸属云南。又将丁青等在内的三十九族划归驻藏大臣管辖。这是清朝入关以来对西

藏昌都行政区划的最大一次调整，奠定了此后近３００余年昌都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从康熙年间

开始，清军入藏均以昌都为必经之地，昌都成为内地通往西藏的 “门户”。１９０８年，驻藏大臣兼

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昌都拉开了改土归流的序幕。１９１３年，西藏噶厦政府在昌都设立了地区一级

的行政机构朵麦总管，由一名噶伦主持昌都地区的军政事务，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１９５０年１０
月１９日武装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为止。昌都的解放，不仅打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东大

门，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也翻开了昌都历史的新一页。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昌都正式成

立由政务院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过渡性政权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

委员会”。

总之，在一个封闭的雪域西藏东部高原上繁衍起来，以农牧业经济为基本生存手段，以全民

信教为特征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社会，便是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得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昌都人

民世代生存于此，宜农则农，宜牧则牧，与高山、峡谷、江河、草场、森林相依为伴，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

二、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脉络

藏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母体文化中的子文化，与中原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共生关

系；而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艺术又是藏族传统文化艺术中具有昌都特点的区域文化之一。藏族

传统文化艺术与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同源异流和母与子的关系，是整体与

局部的关系。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奠基期

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奠基期至少可以确切地定格在５０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这一

时期，最典型的是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如大型打制石器、细石

器与陶器、磨制石器等共存，并以打制石器为多；陶器均为小平底，器种以罐、钵、盆为主要类

型，纹饰主要是刻划纹，以三角折线纹为母体花纹；建筑大量以石块为材料等。卡若文化不是一

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边地区诸原始文化存在广泛联系和交流的文化。卡若遗址的半

地穴红烧土房屋、彩陶花纹、陶器造型等和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过一定的联系；从遗址

出土的贝饰看，有可能同华南原始文化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遗址中出土的陶罐、钵、盆等的

器物组合和以刻划纹为主要特征的陶器纹饰，与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有渊源关

系；而粟类谷物的发现，则说明卡若先民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这些都说明卡若文化具有

鲜明的复合文化特点。曾亲自参加过卡若遗址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 《西藏昌都卡若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中指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历史记载和传说等方面的

资料进行分析，则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文化中有两个部分，一种是土著居民的遗留，他们定居在

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落；另一种是从甘、青

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人，他们是一种农业部落。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

综合而形成的。”从卡若遗址出土的包括 “璜、环、珠、项饰、镯等装饰品”中，我们充分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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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卡若先民对精神生活有着较高的追求。同时，知道 “人们已经产生了爱美的观念和初步的艺

术”；从出土陶器的纹饰上看，已讲究图案的排列和对称，注意在器物的不同部位饰以不同的纹

饰，“显露出朴素粗放的风格”。代表性的器物是双体兽形罐，其线条圆浑，古朴生动，是一件很

好的艺术品。这种艺术风格我们至今仍能从流传在昌都的古老的卓舞中体会到。这也是迄今为

止，我们对昌都先民艺术追求的最早了解。１９８６年发掘的同属于卡若文化的小恩达遗址、察雅

江钦遗址，以及之后发现的昌都沙贡遗址等，表明了新石器文化在昌都地区的扩展，有力地证明

了昌都地区不仅是康巴古文明的中心，而且也是藏民族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藏族史籍认为，

藏族是由猕猴与岩魔女生下的猴崽，后来演化为六大氏族，即塞、穆、东、董、汪、达。有关昌

都史料的藏文典籍 《昂地董氏家族明镜史》中说：“在这片辽阔的昂地有三个董氏的后裔和一个

岭仓的后裔。”有学者认为古代党项、党羌的名称是从董氏演变而来的，这种观点值得深入研究。

这些都说明昌都一带的藏族族源，以董氏为主，同时夹杂有塞、穆、东、汪、达氏的后裔，是他

们开发了三江流域的美丽家园昌都地区，创造了昌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二）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酝酿期

时间从公元前２世纪左右到公元６世纪。在这期间，昌都一带大都是一些小部落。据藏族史

书和敦煌文书记载，在远古时期，藏族古代氏族部落在西藏建立了 “十二小邦”，其中有一个小

邦叫 “亚松”，即后来的 “苏毗”部落，苏毗部落包括了昌都一带。根据白崔编著的藏文 《苯教

源流》和 《孜珠寺简史》记载：藏族第一位国王聂墀赞普的儿子穆赤赞普时期，从象雄邀请了

１０８位苯教智者，分派到藏区的卫藏、康区、安多等地修建３６座苯教道场，其中就有协来加嘎

———孜珠寺。由此推算，至少在距今２０００年左右雍仲苯教就已传入昌都地区。苯教的传入为昌

都一带的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在敦煌的藏文写卷中有一份 《松巴谚语》，这些谚语很有可能是

远古昌都一带流传下来的民间谚语，说明昌都一带的民间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有四件事可以说明康区昌都传统文化的发展概貌：一是八宿嘎学岩画，也称拉

鲁卡岩画，位于八宿县城以西的巴冬村牧场上。整个岩画是在一块巨大岩石上雕刻的，石质系花

岗石，共由１８个画面组成，共计个体图像７０４个。制作方法均为琢刻法。题材系表现狩猎、放

牧、射箭、战争、舞蹈、祭祀等场面。岩画以单幅图像为主，表现宏大场面的较少。值得注意的

是，有些男性的生殖器很夸张地表现出来，说明了远古昌都人民对生殖崇拜的信仰习俗。整个岩

画简洁、古朴，显露出较原始的风格。嘎学岩画再现了人类早期狩猎的远古生活，同时，佛教的

思想也反映到了岩画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拉鲁卡岩画中有一幅单人独舞者，其头上的两条发辫

随着舞蹈的律动而飘扬，长袖亦随舞而挥，舞姿十分生动。这是目前对有关昌都舞蹈最早的形象

了解。二是香贝墓葬，位于贡觉县相皮乡周围。１９８６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和地区文化局一同

进行文物普查时，对该墓地进行了复查，共清理出石棺墓５座，获随葬品陶器１０件，铜器２件。

香贝墓葬的年代约在西汉前期，相当于吐蕃早期。在随葬品中出土的耳坠，还使用了焊接技术和

镶嵌工艺，说明昌都先民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工艺技术。铁刀的出土也说明藏族人民佩带腰刀的习

俗自古有之。三是在古代，西藏通往内地有三个通道，即民族走廊、唐蕃古道、茶马古道。三个

通道作为古往今来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有容纳、传播、交流和连接等多方面的功能。这

三个通道经过昌都腹心地带或部分经过昌都地区，其中茶马古道分为川藏道和滇藏道两条，昌都

是必经之地。茶马古道既是一条经贸之路，又是文化之路、交流之路，积淀了上千年的丰厚历

史。四是在此时或稍后，昌都古老的 “卓舞”即俗称的 “锅庄舞”初步形成，这从昌都 “卓舞”

歌词中可以看出。昌都 “卓舞”明显地继承了新石器卡若文化 “朴素粗放”的艺术风格，而 “卓

舞”的歌词为我们较清晰地勾勒出了 “卓舞”艺术早在苯教盛行时就已存在的发展轮廓；民间的

传说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 “卓舞”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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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形成期

时间约公元７世纪至１３世纪。７世纪初，吐蕃王朝的建立不仅完成了整个藏区的统一大业，

而且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对外交往大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分别从尼泊尔和唐朝先后迎娶了尺尊公

主与文成公主，并在她们的影响下，信奉佛教，开始初建佛教寺院。与此同时，吞米桑布扎创制

了藏文，标志着藏民族的文明迈向成熟阶段。大约在８世纪时，印度僧人寂护、莲花生等进入西

藏传播佛教。在赞普赤松德赞的倡导下，佛教得到大力推广，寺院有僧人诵经，佛教开始盛行，

史称 “前弘期”。９世纪中叶，即赞普达摩统治时期，佛教在西藏的传入受挫。到１０世纪后期，

佛教又开始复兴，史称 “后弘期”。这个时期，佛教与苯教经过相互融合、相互斗争，终于形成

了藏传佛教的雏形。１２４７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 （今甘肃省武威）

议定了乌思藏与康区诸部归顺蒙古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１２７１年，蒙古汗政权

定国号为元，并于１２７９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中央政权，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

一个行政区域。元朝是西藏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包括昌都在内的整个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行

政区划。这是中国这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藏族人民同汉族和其他兄弟

民族长期密切交往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时期，昌都传统文化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是昌都石刻艺术不仅量多质优，而且线

刻、浅浮雕、圆雕等品种齐全。昌都一带堪称藏族古代石刻艺术的博物馆，具有代表性的是刻于

８０４年的察雅仁达摩崖造像，以及芒康邦达拉堆大日如来佛的石刻和盐井扎国徐的石刻等作品。

尤其是察雅仁达摩崖造像，主供佛为大日如来佛，通高３．２８米，左右有八大随行弟子和飞天女

神，下面有吐蕃时期刻写的藏文和几十个汉字。造像均采用减底高浮雕技法，使造像具有较强的

立体感，布局匀称，线条柔和自然。位于主供佛下的藏、汉文内容，涉及吐蕃时期的政治、历

史、宗教、法律、书法、绘画、雕刻等领域，有极高的艺术、历史、科学研究价值。同时，我国

著名佛教考古专家、原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在昌都实地考察后撰写的 《唐密在吐蕃康

区地区的传布》中，对芒康邦达拉堆大日如来佛的石刻圆雕也作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吐蕃时代

规模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一组雕像，十分珍贵。”二是昌都代表性的寺庙嘎玛寺、学寺、扬贡

寺、斯佐钦寺、色炯寺、宗沙寺等在此时建成。三是建筑艺术明显受了内地汉族艺术及其他民族

的影响。寺院建筑是西藏建筑艺术中的精华，由于它集中了藏族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所创造和

积累的工程技术和文化艺术两方面的智慧，因此，它最能反映昌都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演变过

程。在昌都地区贡觉县的通夏寺曾有一座三层殿堂，据说是以藏式、汉式、印度式相融合的建

筑，屋顶为单檐歇山式，盖有琉璃瓦。昌都嘎玛寺大佛殿顶上是汉式单檐歇山式琉璃瓦，屋檐以

藏、汉、纳西族三个民族喜爱的动物为特征，非常和谐地统一于汉式歇山式的屋顶下面。四是藏

族史诗 《格萨尔》在康区形成并流传。在昌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有与格萨尔王有关的遗迹和

传说；昌都地区是格萨尔艺人最多和 《格萨尔》版本流传最多的地区；昌都地区还是有关 《格萨

尔王传》唐卡与壁画较多的地区之一。在民间和寺庙，还有以 《格萨尔王传》为题材的舞蹈，如

丁青尺牍和类乌齐巴夏的格萨尔舞蹈、类乌齐扬贡寺庙的格萨尔神舞等。五是昌都热巴艺术至少

在１３世纪时已发展成比较成熟的一门融说、唱、舞和杂技气功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据说

在修建达垅噶举派的下寺类乌齐查杰玛大殿时，高僧吴金贡布特邀琼波丁青窝托热巴的７名艺

人，在查杰玛大殿前面的波泽卡地方跳舞镇魔。而据 《洛绒教法史》记载，类乌齐查杰玛大殿是

１３２６年竣工的，说明热巴舞蹈在此前已经形成。六是民间文学中的歌谣、传说与故事、谚语、

谜语等大多数在此时已经形成且广泛流传。

（四）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期

时间从１４世纪至２０世纪。这时期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传统文化相对成熟，并为日

后积累了大量文化资源。１３６８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 “多封众建”的管理方式，普遍封赐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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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法王”“灌顶国师”等为代表的名号。明朝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管理体制，设立了军

民兼治的卫所管理机构。１６４４年，清朝取代明朝，对包括昌都在内的西藏进一步加强治理，中

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更加制度化、法律化。同样，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加

强，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更多、更密切、更融合。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讲，１３世纪左右，西藏社会已经进入封建奴隶制社会。由于这个阶

段正处于藏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因此，各封建统治阶级多倾心于扶持各教派。１５世纪初，

藏传佛教的各教派，即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业已形成，尤其是宗喀巴宗教改革后创

立的格鲁派，标志着藏传佛教诸派的全面形成。在这个阶段，有一个现象特别引人关注：一方面

寺庙林立，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加之僧人众多，社会的负担加重，影响和阻碍了西藏的发展

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西藏社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腐朽的边缘。另一方面，由于藏传佛教的形

成，为西藏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藏族人民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完全寄托在佛教来世的极乐

世界中，人民崇信藏传佛教，尽心地服务于藏传佛教艺术，以得到心灵的安慰。从而把围绕着藏

传佛教服务的藏族传统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由此，基本形成了两支共同为宗教文化艺术服务的

艺人队伍，一支是寺庙内部较为固定的艺人队伍。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僧侣，包括活佛和高僧。其

次才是从事与寺庙宗教文化有关的艺人或学者，如绘制唐卡壁画、堆彩沙坛城、跳寺庙羌姆、捏

塑酥油花、著书立说等。另一支是在民间自发产生的民间艺人。他们的身份首先是俗人，其次才

是从事某个艺术品种的艺人。他们的服务对象既可以是寺庙喇嘛，也可以是平民百姓。如为寺庙

修筑经堂佛殿，或为寺庙绘制唐卡壁画、制造面具、雕塑雕刻佛像。又如为农牧民画唐卡、制造

家具，或为群众雕刻民间工艺品等。需要指出的是，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奴隶制统治窒息了西藏

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昌都在内的西藏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同样，昌都传统文化也开始走

下坡路。

此时，昌都三江峡谷文化正处于发展和成熟期。昌都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大体也在此时形成并

成熟：一是昌都一大批重要寺庙在此时建成。其中影响较大的寺庙有：强巴林寺、察雅寺、康巴

寺、佐字寺、八宿寺、左贡寺、田妥寺、维色寺、乃果寺、孜托寺、边坝寺、金卡寺、宗洛寺、

甲桑卡寺、卓珍寺、字嘎寺、青稞寺，以及昌都清真寺、芒康盐井天主教堂等重要道观。二是具

有康区昌都特点的绘画流派———噶玛嘎孜在此时正式形成。１６世纪在朗卡扎西、扎西曲、嘎学

·嘎玛扎西，即 “扎西三氏”的创新与努力下，在 “勉林”“勉萨”画派的基础上，吸收了明朝

永乐年间内地风景画法和着色方法后，嘎学创立了独特的 “嘎孜”画法，成为西藏三大唐卡画派

中的重要一派。其中，“扎西三氏”中的嘎学·嘎玛扎西就出生在昌都嘎玛瓦寨。三是表明一个

地方文化成熟标志的藏文 《甘珠尔》木刻版，于１６８３年开始在昌都强巴林寺雕刻。四是在婚姻

制度上已形成一夫一妻、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制，其中一夫一妻和一妻多夫制为主要形式。五是

昌都一批 “名乡”先后形成：热巴之乡———琼波丁青、木刻之乡———江达波罗古泽、工匠之乡

———昌都扎堆、匠才之乡———昌都嘎玛瓦寨、弦子之乡———芒康、石刻之乡———察雅、卓舞之乡

———昌都、食盐之乡———芒康盐井等。六是藏文 “康志初通”，意为康巴式笔画短促的字体，已

经形成并流传。

就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以下三点对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一是西藏文明向东发展，即向中华文明发展和靠拢的趋势，使昌都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色

彩。二是藏传佛教的正式形成，对藏族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昌都三

江峡谷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三是藏、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密切的水乳交融般的联

系，不仅充实和丰富了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而且逐步使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冲破横断山脉的峡谷，

走向了广阔的社会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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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基本特征

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博大庞杂，品种丰富，底蕴深厚，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为

了从总体上把握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特点，笔者作了以下五点归纳，与大家一起讨论。

（一）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品种丰富、内涵博大精深

首先，从列入全国、西藏自治区、西藏自治县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角

度介绍：目前，昌都地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５处，即昌都卡若遗址、类乌齐查杰玛大殿、

芒康盐井古盐田、小恩达遗址、强巴林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３０处，即达玛拉恐龙化石出土

点、江钦遗址、仁达摩崖造像、囊巴朗则石雕群、多拉神山石刻群、甲桑卡铁索桥、嘎玛寺、桑

珠德钦林寺、孜珠寺、唐夏寺、向康寺、边巴寺、甲热寺、宗洛寺、硕督寺、江措林寺、烟多

寺、米杰拉章寺、田妥寺、金卡寺、硕督清代汉墓群、帕巴拉夏宫、托德夏宫、萨王府、达律王

府、邓达古民宅、甲义扎噶汉文题词、昌都地区烈士陵园、昌都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十八军五

十二师师部办公旧址；９３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点数量达到６７８处，昌都地区在西藏已成

为文物大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８项：昌都锅庄、芒康弦子、丁青热巴、昌都

噶玛嘎孜画派、芒康盐井古盐制作技艺、江达波罗木刻雕版技艺、芒康三弦舞、昌都强巴林寺酥

油花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９名。列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

１２项：昌都嘎玛乡手工制作技艺、丁青孜珠寺苯教羌姆、边坝格萨尔说唱、边坝锅庄、察雅香

堆藏戏、八宿格萨尔说唱、左贡尼木棋、昌都古姆游戏、芒康加加面、丁青苯教藏医诊疗、昌都

般龙特色藏医药、江达服饰；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１３人。列入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３３项。

其次，从文化的特色角度介绍，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丰富和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

神秘的苯教文化和深邃博大的藏传佛教文化；昌都民间三大舞蹈，即丁青热巴舞、昌都卓舞、芒

康弦子舞等；昌都三大画派，即噶玛嘎孜画派、勉林画派、勉萨画派等；昌都四大藏戏：昌都寺

藏戏、江达岗拖藏戏、察雅香堆藏戏、察雅新康民间藏戏等；昌都服饰艺术，即牧区服饰、农区

服饰、僧侣服饰等三大服饰；昌都宗教艺术，即丁青孜珠寺的苯教 “裸体”跳神、藏传佛教各大

教派的羌姆、钺斧舞、壁画、唐卡画、雕塑彩绘、酥油花、面具、彩沙坛城艺术等；昌都民间雕

塑工艺，即金银铜雕、石雕石刻、木雕木刻等；丧葬形式有天葬、土葬、塔葬、火葬、水葬、墙

葬、雪葬、合葬等；神秘的天文历算、藏医藏药等；昌都传统节日有听咕咕节、耍坝子萨列节、

仲确节、沐浴节、酥油花灯节、萨嘎达瓦节、央勒节、拉白节、安确节、古庆节等；民间运动有

赛马、抱石头、妥古朱古运动、阿玖接娱乐、特黑接游戏、嬉逗人熊的游戏、东坝尼木棋、牧童

圈狼棋、禁国王棋、霍玲大战棋、藏式围棋、藏牌；昌都帮会有孝义会、白拉提、妇女结拜会、

三圣会、青年会、邦达朋友会；昌都行会有孙膑会、仁和会、至义会、金刚兄弟会、朝圣同友

会。

最后，我们从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不解之谜的角度讲，有大脚印之谜、帕措之谜、一妻多夫之

谜、天珠来源之谜、虹化之谜、伏藏之谜、野人之谜、圆光艺人之谜、巫师之谜、藏密气功之

谜、天葬之谜、雪葬之谜、天铁雷石之谜、古城消失之谜等许多不解之谜还待后来者揭秘解释。

从以上简要的介绍中，昌都文化的品种之丰富、底蕴之深厚、保存之完好，可见一斑。

（二）昌都三江峡谷文化鲜明的地方特色

无论是世居民族还是外来民族，经过几百年或几千年的发展，都会形成能表现本民族特色的

文化，它包括生产工具、内部组织、文化艺术、风俗习惯、语言服饰等各个方面，是区别于其他

民族的重要标志。昌都就是这样一个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都有非常鲜明特色的地方，这就使昌都

成为藏区文化艺术和民俗的博物馆，原生态文化保留最好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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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地域特点为三江峡谷交汇点，交通闭塞

这个特点在前面已介绍，在此不赘述。

２．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政治特点为部落头人和寺庙活佛众多，且互不统属

在昌都三江峡谷的社会组织里，既有 “帕措”和 “果巴”等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组织，也有

世俗部落联盟的丁青三十九族部落、拉多土司等社会早期组织；既有典型的政教合一的昌都帕巴

拉、察雅罗登西饶、类乌齐帕曲、八宿达察等四大呼图克图组织，也有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辖的

芒康、贡觉、洛隆、边坝、硕般督、左贡等政权组织。这些部落头人和寺庙活佛，大都各自为

政，自称为王，互不统属。封建割据的特点在昌都解放前的政权机构中特别明显。

３．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经济特点为自给自足，相互依赖度小

由于昌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交通不便，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种植庄稼，

进而解决吃饭的问题；饲养牛羊马，进而解决肉食和御寒遮体等衣物毛皮来源、驮运骑乘交通等

问题。所以，昌都除了盐粮交换和茶马交易外，绝大多数地方基本的生活大都靠自己劳动所得，

相互依赖度小。而且这种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特别适合于昌都三江峡谷。所以，昌都人

民大都选择了半农半牧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

４．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特点为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昌都文化因 “三江峡谷”而生，因 “六岗”之地而异。一个村一个民俗、一座山一种文化艺

术、一条沟一座寺庙、一座坝一个节日是昌都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真实写照。严酷的自然环境

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使昌都先民安于天命，知足常乐，更加珍爱生命和生活。于是，在有限的时

间和空间内，他们尽情地用音乐和歌舞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这也是他们宣泄和表达自己情

感的重要方式。这就使昌都文化不仅有了丰富多彩的音乐和舞蹈，而且还有了形式多样的文化艺

术。记得１９８４年底，笔者仅在３天内就从２６岁的民间艺人泽仁达吉处搜集到７００余首民歌，包

括引子歌、祝福歌、铺垫歌、炫耀歌、相识歌、和睦歌、劝勉歌、自诩歌、离别歌、嘲笑歌、生

活歌等。又如热巴舞，在昌都就有丁青窝托热巴、康沙热巴、察雅热巴、多琼热巴、八宿谢安热

巴、类乌齐嘎妥热巴、边坝国青热巴、洛隆雄男热巴、左贡察瓦龙等众多流派。由此可知昌都文

化的丰富与多样性。

５．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民俗特点为古老淳朴，独一无二

一是贡觉的 “帕措”和 “果巴”社会，是藏区古代社会形态的活化石。“帕措”是在特定的

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延续下来的一种

宗族群体。父权在 “帕措”家庭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传统的 “帕措”中心在昌都地区贡觉县三

岩一带。“果巴”是传统的民间宗族群体的名称。这种群体以父母双亲血缘关系为纽带，通过联

姻不断传承延续。“果巴”在昌都比较普遍。二是昌都芒康盐井的盐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

盐田。昌都人民已有上千年的食盐生产历史，至今仍完整保留着世界上最原始的制盐方式。三是

昌都左贡东坝和察雅阿孜巴日一带的 “土语”，为研究藏语方言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活态语

言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四是昌都节日中的 “古堆”习俗，即在藏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必

须扫除厨房里一年四季被灶烟熏黑的烟尘。二十九日凌晨将前一天清扫的烟尘分成九堆排成一

行，倒在人畜必经的路中间。昌都人民认为这样可以免除一切灾难。五是昌都男女特别讲究发

式，嗜好佩戴各类天然珠宝和金银器饰物来装饰和美化自己。昌都的妇女在扎辫时，喜欢在头顶

佩戴用两颗深红色的珊瑚珠夹住一小块绿松石组成的马鞍形状头饰。在昌都牧区，未婚女子的头

顶上戴有一颗蜡黄色琥珀，而已婚女子的头顶上则用三个琥珀排列成三角形。昌都的康巴汉子喜

好蓄发，他们将头发梳成独辫，辫端加编红丝线或黑丝线，左向缠盘于额头，更显示出英武剽悍

之气，人们俗称为 “英雄结”。腰间佩带着刻有虎狮龙凤的长刀和制作精美的火镰盒。六是昌都

民居建筑的特点：（１）昌都民居主要的房子，如经堂、厨房、仓库等建筑为井干式建筑，藏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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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康”，即将直径２０～４０厘米的圆木对半剖开、平面向内横向层层重叠竖排，两头互相咬合成

箱型木墙，在墙体上挖洞做门窗，具有很强的防震、防潮、防盗作用；（２）昌都农区民居的房顶

上用几米高的圆木杆架成方格式的 “昂部”，作为青稞、麦子晾晒的麦架，这也是昌都民居的一

大特点；（３）用大板夯筑的民居在贡觉、芒康、左贡、察雅一带较为普遍；（４）昌都、类乌齐、

洛隆、边坝等地以柱梁承重为民居的主要结构，不仅一层平房如此，甚至二层、三层的柱子也从

地面立起承重。

６．生活在昌都三江峡谷地区的康巴人性格特点为粗犷豪放，乐观豁达

特殊的峡谷环境养成了昌都康巴人个性张扬、乐观豁达、快意人生、坚韧强悍的性格，他们

敢于冲破大自然的羁绊和高山大水的阻隔，具有走向外部世界的坚定决心。如昌都有与其他藏区

不同的观念，有经商的习俗，这和昌都处在古代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和腹心地有关。千百年来，

在茶马古道上南来北往的马帮和经商者，虽然冒着很大的风险，也极为艰辛，但也能获得极高的

利润，经商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职业。而这点恰好符合康区昌都人敢于冒险、不甘落后的进

取精神。于是，在昌都、芒康邦达、丁青色扎、左贡东坝、察雅香堆等地就有一批这样敢于冒险

的经商者。其中芒康邦达家族就是在茶马古道上发迹走红的西藏巨商，邦达多吉无疑是康区乃至

藏区经商成功者的杰出代表。

（三）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特点

昌都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开放和宽容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从四五千年前的卡若文化遗

址中透露了出来，而且还从建筑、宗教领域、地方政权、行帮组织、汉族道观，以及在文化艺术

中延续了下来。需要说明的是，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在吸收新的文化成分后，不仅没有丢掉和丧失

自己固有的文化，而且更具个性特征和地域性。当然，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相互的、双

向的。

１．从考古发掘的文化中透露出来的多元文化信息

卡若遗址是西藏自治区境内发现的第一处原始村落遗址，也是迄今为止西藏境内发掘的面积

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新石器代表遗址。１９９６年，卡若遗址以它重大

的学术价值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根据卡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析后，发现卡

若先民在创造自己地方特色土著文化的同时，也在接受和学习周边地区的文化。这在前面已叙

述，在此不赘述。石棺葬是流行于横断山脉西藏东部、川、滇、青结合部的一种远古文化现象。

石棺葬在昌都、贡觉、芒康、边坝、丁青等县均有分布，其中年代较早的是位于昌都县城北５公

里处的，晚于卡若遗址的小恩达遗址。稍晚于小恩达石棺墓的有贡觉县香贝石棺墓、昌都沙贡古

墓。在昌都出土的陶器中数量最多和最典型的器物是双耳罐。霍巍教授在其所著的 《西藏古代墓

葬制度史》中指出：“西藏的东部地区，从史前时代一直到早期部落时期 （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早

期金属时代），看来都一直与西北地区的考古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像昌都小恩达遗址和贡

觉香贝所出土的石棺墓葬中，都出土有一种小平底的双耳罐，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同类器物十

分相似；同时，可能也与川西—滇西北高原的考古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以上考古发掘都证

实昌都一带是远古文化交汇、碰撞的重要区域，也表明昌都文化经历了多元一体的漫长历史过

程。

２．遗存在建筑上的多元文化色彩

这不仅能从以上介绍的昌都贡觉县通夏寺融合藏式、汉式、印度式的建筑风格中看出，也可

以从昌都嘎玛寺大佛殿屋檐以藏、汉、纳西三个民族喜爱的动物特征的汉式歇山式屋顶中看出。

为了把类乌齐查杰玛大殿建造得雄伟壮观，高僧吴金贡布不惜重金，特意从尼泊尔和内地聘请工

匠，参与大殿的设计和建造，使查杰玛大殿成为西藏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的建筑。洛隆硕般督镇

周围和昌都森格宗遗址建有宽厚的城墙，险要地方还有防御外敌的岗楼炮台，明显参照了内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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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筑的样式。从以上列举的建筑中可以看出，昌都建筑不仅受到了汉族、纳西族的影响，而且

也大胆借鉴了包括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国外建筑的精华，进而丰富和发展了西藏东部昌都的建

筑，使其成为藏族建筑艺术中别具风格的经典性建筑。

３．宗教领域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点

一方面表现在藏传佛教各教派及苯教并存的现象上。昌都地区目前有苯教、宁玛派、噶举

派、萨迦派、格鲁派等众多教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昌都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另一方面表现

在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在一个地区并存的现象上。昌都清真寺位于玛塘坝

中央偏东方向，该殿采用了汉族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形式，但正中殿堂为白色穹隆屋顶。天主教堂

位于芒康县纳西乡上盐井村，是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由法国巴黎传教士邓得亮神父在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所建。教堂内的壁墙和柱子上挂着圣母和耶稣的 “圣心图”，教徒每周做礼拜时念已译成

藏文的 《圣经》。

４．遗留在地方政权中的多元文化因素

在元、明、清、民国时期，昌都作为封建割据势力的地区，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地方政权

和地方势力。他们以荣获当权者赏赐的名号、匾额、印章，作为巩固自己政权和势力的重要手

段。如元朝时的亦思马儿甘万户；明朝永乐帝封赐给馆觉头目南噶监藏的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都指

挥使，封芒康为磨儿勘招讨司、贡觉乃竹万户府，授予馆觉斡即南哥为护教王，封赐给帕巴拉等

的呼图克图，封地方头人为安抚使、千户、百长等。这样就在赏赐的名号上深深留下了汉族、满

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多元文化的烙印。

５．昌都众多的行帮组织和汉族道观，反映了昌都开放、兼容、多样性的特点

这是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历史产物，如仅在昌都镇就有十几个行帮组织，这在前面已经介

绍。又如西藏和平解放前，仅昌都镇内设立的与汉、回民族有关的寺庙道观和会馆就有清真寺、

城隍庙、土地庙、川主庙、关帝庙、玉皇阁、观音阁、龙王庙、万寿宫、普安堂、陕西会馆、云

南会馆等十几处。

６．在昌都传统文化艺术领域里，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特点表现得更明显

一是绘画雕刻艺术上的多元文化。早在吐蕃时期，昌都察雅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就是藏汉工匠

的合璧之作。芒康邦达的石雕群像，造像的头冠和服饰体现了地道的唐代造像艺术风格。汉族传

统文化艺术中的碑刻、匾额、印章等也通过各朝代当权者的封爵赐号进入昌都，为康区昌都的文

化艺术输入了新的成分。１６世纪， “扎西三氏”在吸收了内地风景画的技法后，创立了独特的
“噶玛嘎孜”画派。由于该画派与汉族风景画融为一体，故自成体系，成为西藏三大画派之一，

至今仍然焕发出勃勃生机。二是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中多元文化的融合。昌都多元文化的融

合，不仅体现在与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上，也表现在藏族内部各地方文化的交流与融

合上。藏戏是产生于卫藏地区特有的剧种，昌都人民从卫藏地区学习藏戏的同时，并没有照搬照

套，而是改编和融合成为昌都人民喜爱的艺术剧种。在唱腔上，昌都藏戏融合了昌都的山歌和卓

舞音乐；在剧本上根据昌都观众的需要创作了 《拉鲁普雄》《罗登西饶传》等剧本，使昌都藏戏

成为藏戏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剧种。同样，在嘎玛寺跳神和江达岗托藏戏中有称之为 “甲羌”的汉

舞，其衣着皆为清兵样式，但其动作已是藏化了的 “汉舞”。

（四）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

西藏宗教，包括苯教和藏传佛教，不仅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同样也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

文化现象。长期以来，它伴随着西藏社会的生存而发展，其思想体系与各种思想互相影响，已经

成为西藏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宗教思想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

落，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学、建筑、民俗等领域产生

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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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教是雪域高原土生土长的一种古老宗教，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苯教约在２０００年前

在昌都就已十分盛行。昌都地区最大的苯教寺院为丁青的孜珠寺。孜珠寺位于丁青县觉恩乡境

内，至今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后来，佛教传入昌都后，苯教的势力衰减，但昌都地区仍然是

藏区苯教寺庙最多、影响最大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苯教寺庙有建于１０６１年的丁青寺，建于

１３９５年的白托永忠拉顶寺，建于１４３４年的永忠巴日寺等。

佛教何时传入昌都地区，尚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不过至迟在８世纪初传到昌都一带是可以

确定的。察雅仁达大日如来佛造像下面的３１行藏文中有 “安居总执事为窝额比丘郎却热、色桑

布贝”的记载，其中 “窝额”是察雅古代的地名，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寺院建筑。８
世纪中叶，当时七觉士之一的毗卢遮那被迫流放到康区时，曾在察雅 “窝额”的吐杰降钦寺中译

经。毗卢遮那的流放促成了佛教文化向康区传播的契机。此后，宁玛派开始在昌都地区传播，代

表性的寺庙有建于１２３０年的斯佐钦寺等。噶举派中嘎玛噶举、玛仓噶举和帕竹噶举在昌都的势

力很强。１１６７年，玛仓西饶生格在察雅荣周境内创建了玛仓噶举的祖寺学寺。１１８５年，噶举派

高僧堆松钦巴在昌都县境内创建了噶玛噶举派的祖寺嘎玛寺。１２７７年，高僧桑吉温在类乌齐县

境内创建了达垅噶举的重点寺庙扬贡寺。１３世纪中叶，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到元大都时，途经康

区昌都，萨迦派的势力由此开始扩大到了昌都地区。在昌都建的萨迦派代表性寺庙有１０９６年创

建的唐夏寺，建于１２５３年的瓦热寺，建于１２９６年的边坝寺等。格鲁派是藏传佛教兴起最晚的一

个教派，又是寺院规模庞大、僧侣人数最多、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教派。格鲁派创始人宗

喀巴早期的弟子中有不少是昌都的高僧。被称之为 “边远护持圣教的六大旗手”中的向生·西饶

松布于１４４４年创建了昌都强巴林寺，洛巴·坚赞僧格先后创建了乃塘寺、珠寺；宗喀巴 “观察

殊胜的二位善巧者”中的象雄·曲旺扎巴创建了查仲德钦绕吉林寺等。他们为 “使格鲁派遍布于

号称六冈、六绒、六雪、三茹的整个康区”作出了贡献。目前，昌都地区共有宗教活动场所４９６
处，僧尼１４４１０人，活动场所和僧人分别占西藏总数的２９％和３１％，昌都仍然是西藏七地市中寺

庙和僧尼最多的地区，可以想象寺庙的影响有多大。昌都堪称是藏传佛教的万花筒。

笔者再举热巴舞的例子说明宗教对民间文化的影响。首先，热巴舞的产生和形成受到了噶举

派高僧米拉日巴和热穹巴·多吉扎巴的影响，他们在热巴舞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热

巴舞艺人所表演的一些内容，直接取材于佛教文学。热巴舞中的传统节目之一 《猎人与小鹿》的

小戏就是根据 《米拉日巴道歌集》的故事来编排的。最后，热巴舞的道具也借鉴了苯教或藏传佛

教的鼓、铃。又如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中的节日、礼仪和丧葬等习俗，大多与佛教有关，或受了藏

传佛教思想的影响。

（五）昌都是康区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之一

藏、汉史籍对康区昌都传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如清政府在总结历朝历

代，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治藏经验教训时，认识到 “藏仅为川滇之毛，康则为川滇之

皮；藏仅为川滇之唇，康则为川滇之齿，且为川滇之咽喉”，进而得出 “治藏必先安康”的结论。

这是对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整个康区战略地位的高度概括。清朝中叶，曾到过西藏昌都的驻藏大

臣松筠在 《卫藏通志》中精辟地指出：昌都 “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为重地”，为 “扼要之

区”。著名康藏史学权威任乃强老先生在 《西康图经》中把昌都放在整个康区的大局，一语破的

地说昌都 “夙为康区中心”。著名高僧杰龙·向巴曲扎活佛在其编著的 《强巴林寺志》中写道：

“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朵康六岗，外部之怒江和澜沧江间的色姆岗地域，藏族三

区之朵堆人区范围，朵康地域之中心为昌都宝地。”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

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把昌都地区的发展与稳定放在西藏乃至全国的大局中谋划，史无

前例地召开了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 “昌都工作会议”，这是昌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具有

里程碑意义。在这次会议上，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他深刻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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