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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云南藏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就是通常所说的滇

西北高原。她行政上属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故又名迪

庆高原，内含中甸、德钦、维西三县。藏族是这一地域的主要

居民，历史悠久。由于其所处地域特殊，迪庆藏族社会自古

以来就具有自己的特点，即在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上，既保

有居于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的特点，同时由于其地处高原边

缘，是高原同云南、四川及内地各民族进行联系的前缘枢

道，因而又渗透着内地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云南的藏族人在

同内地的交往中，也必然对内地的经济文化有所吸收，同他

们传统的经济与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不同于一般藏区的政

治和文化特点。她属于藏文化系统，但既不同于四川、青海

地区的藏族社会，也不同于西藏的藏族社会。

笔者自1959年参加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丽

江分组起，即到迪庆藏区进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事迪庆

州概况的编写工作。当时，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由于人

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认识所谓“厚今薄古”这一口号的实

质，认为“薄古”就是少要和不要古代社会的基本资料和内

容，使历史与考古调查不能正常进行，一些宝贵的文书、契

约和历史文献的收集与社会历史、考古资料调查工作，是在

不断的“批判”下进行的。此后，笔者直到1990年夏仍多次

下到迪庆各乡镇继续调查，同时查阅了从中央到云南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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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文书和档案，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其中包括正史、

实录及明清档案、方志稿本、土司的私藏和家谱、契约、文

书、帐薄、文告、信件、电报、多种前人手稿、诉状及诉状稿有

官方的、寺院的、商人的和一般私人的，有藏文的、汉文的和

汉藏合璧的。还有有关这一地区的村、户的典型调查材料。

本书即据上述材料，力图全面揭示云南迪庆藏区的历史和

社会发展以及1949年前后的变化和改革开放中迪庆藏区

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希冀能对丰富藏学研究、帮助人们了解

迪庆藏区，进而对支持迪庆的建设有所助益。

1959年到迪庆州调查时，鹤庆籍干部阮光裕同志帮助

口译，藏文文献先后得到松秀清、陈邦尧二先生助译，陈邦

尧同志更是不遗余力；此稿出版得到高淑芬、杜永彬二编辑

的编审；又得到国家民委和中央民族大学古籍办的领导和

同志的帮助与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遗误难免，敬希有关专家和同志们

予以指正。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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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迪庆高原的自然概貌

我国的藏族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

云南在我国的各省区中，号称多民族之家，那里有富于诗情

的阿诗玛之乡，有着古老文化的彝人住地，有号称高山峡谷

之乡的傈僳、怒、独龙的怒江地，有充满诗情画意、别具南亚

风味的傣家人的孔雀乡，有处于充满神话的苍山、洱海边、

歌声遍野的白家人的家园，还有居处于四季银光耀眼、玉龙

雪山脚下有自己独特的象形文字与东巴文化的纳西人，然

．而更独具风格的则是居住于地势高拔、雪峰起伏、牧场碧波

无垠、气势豪迈的迪庆高原上的藏族人。人们从内地去迪庆

藏区，第一站是春城昆明，自昆明驱车西行，过去要三日程。

如今只需两日程，改革开放给迪庆藏族人的第一件礼物，就
。

是从地理上缩短了她们同云南内地的距离。

当沿大理白族自治州北延的滇藏公路进入到一个大河 。

谷，即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桥头，也就到了迪庆高原的大一

门口。这时可见迪庆高原拦在闷热的金沙江河谷北侧，宛如

从天降下的一块上接青天的巍然绿墙，这即是迪庆同丽江’．

‘的分界，丽江为迪庆的东南邻，而迪庆的正东为宁蒗彝族自

‘治县，东北为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北邻西藏的盐井、四JiI

的德荣、乡城；南邻云南丽江、兰坪、福贡；西与云南贡山及

西藏的昌都地区为邻；适位于东经98。35，一100。18，和北纬

。 ·3·



26。52’一29。15’间。迪庆藏族自治州总面积为23870平方

公里，④州府设于中甸县的中心镇。
’

自治州的东南边被由金沙江东折第一弯形成的河谷切

断，因此进入迪庆即要从桥头北上，不断爬上而进入中甸； 。

或西行翻栗地坪雪山进入维西。迪庆州的地形似肺状，处于 钿

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的延伸地和横断山脉纵谷的西北缘。

故自桥头向上爬行，登入群山之后，即进入小片山岭和高原

中。整个地势北高南低，横断山脉及与之相问的河流，一山

一水，相为间隔。从最西部起，为从北向南延伸的怒山山脉，

北端为有名的梅里大雪山，位于滇藏边界；再东为澜沧江，

东岸为高耸的云岭山脉，云岭东为金沙江，东侧为云岭山脉

支脉中甸雪山。全境地势高拔，许多山峰处于雪线之上，四 '

季银光闪闪，其中以太子雪山为最高，主峰卡格薄高达

6740米，最低点为中甸县洛吉区和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

交界的金沙江出境处，海拔1503米。②

迪庆高原因被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及其所属水系分

割，形成多块高山平坝，彼此间以狭谷、谷和峰顶之间的垂

直变化大，气候、土壤、植被、森林及生态各异。故有“一山分

四季，隔山不同天，望天一条线，看地一条沟”之说。迪庆高。
。

原犹如从青藏高原延伸出的一个半岛，向东南崛出，与金沙

江第一弯的河谷相接，自此以西、以北，形成一种特异的高

原环境；而隔江向东、向南，为我们通常所说的云贵高原，实
“

’

际上，和青藏高原相比只能说是准高原或次高原。它的生态‘

环境全然不同于迪庆和青藏高原。 ，

‘’

。

①据迪庆州统计局资料。
‘

②本文中一些自然敬字与调查，参见中甸人民政府所编的‘中甸县地名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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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形、气候、植物与生态诸方面看，迪庆的自然环境，

因海拔不同，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

(o)海拔2800米以上，地貌特征为高原、中高山及高

一- 山形态，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32．5％。其中又可分为两个’‘

地带：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空气稀薄，四季寒冷，光照强，

“． 日气温变化大，一年有6个月积雪，难有住户生存。再向上，

一 则是高山流石滩、冰荒漠和雪山冰漠带，且间有不少现代冰

川。气候系高山苔原型和雪山冰漠型，植被矫小葡伏，呈莲 ，

座状。除少数向阳坡面生有小杜鹃、刺柏、山杨柳外，地面部
。 分为高出蒿草或苔鲜、地衣所覆盖。大部分地面为砾石和裸．

． 露的¨：岩或雪原，有著名的梅里、太子、察里等雪山13座。

1988年春，中日首次联合勘登过太子雪山。地面土壤属高

，， 山砂砾土和高山冰沼上，在夏日袭罩河谷时，这里是牦牛的
、

避暑地，春天到来时，牧民驱赶着牦牛群，随着向高处退走

的雪线，逐渐上行，及夏天过后雪线下降，牧民又把牛群驱

1下山谷。雪线的伸缩线域，为良好的牦牛牧场。
”

、宣

。

海拔4000米以下的地面属高寒山区和高寒坝区，除部

． 分中、高山外，系在山间形成的大小不等的高山坝子和湖

泊，著名的如中甸县的大、小中甸坝和属都海、纳帕海等。这，

一地区属北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为4．7℃一5．4"C≥

10℃，积温644．7℃一1392．8℃，年降水量为617．6—6617

毫米，全年日照1986．7—2181．8小时，年平均湿度为70一

71％，霜期达160．9—165．4天，1月平均气温一3℃一一

3．7℃，7月分平均气温11．7℃一13．2℃，积雪2—4个月。

? 这一地区为冷杉、红杉、云杉及混生高山栎类和桦类的生长

地；其间的大片高山草甸、亚高山(林间)草甸和沼泽草甸草
’

场都是良好的牧场。土壤系棕壤、暗针叶林土和草甸土。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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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干燥、气温低，土壤并不肥沃，只适于种青稞、土豆、燕麦、

?小麦、养麦、蔓菁一类能抗寒和耐土地贫瘠的作物。都是一

年一收，产量也不高。蔓菁系一种类似萝卜的根茎植物，可

供人吃，也是很好的饲料。、 ，j‘一 ．

(二)山区，海拔一般为2200--2800米，占全州土地总

面积的48．3％。，由于这一区域内垂直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

相差较大，从地貌上看，山高谷深、坡陡，田土散处，且多梯

田坡地。其中维西县保和镇区海拔2326米，年平均气温

11．3"C≥IO'C，积温3079．5℃，年降水量957．5毫米，全年

日照2071．3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70．5％，霜期112．2

天，属中温带季风气候，可以成为第二种地区的典型代表。

地面植被以云南松、栎类、杜鹃及混交林为主，有的地区长

有琪桐(鸽子花)和各种兰花，以及珍贵树种澜沧黄杉。土壤

属红壤、棕壤及棕色暗棕叶林土。作物以玉蜀黍和小麦为

主；养麦、洋芋、青稞次之。少数江边地区可种水稻。作物以

两年三熟为多，亦有一年两熟者。此外，大片的山地灌木灌

丛草甸牧场，为放牧提供了良好场地，属本州的重点畜牧

区。 。 ，

(_---)处于海拔1503--2200米的河谷地区，主要分布于

金沙江、澜沧江和其所属水系沿岸，为山脚水滨形成的冲积

平原和冲积成的河漫滩、冲积堆，大部分属梯田台地，平坦

地不多。气候炎热，季节分明，属南温带及北亚热带季风型。

其中金沙江、澜沧江两江上游和北部河谷地区雨量较少，气

候干燥；而下游及南部则雨量充沛，春秋温暖，夏季炎热，年

平均气温12．7℃一15．7℃，霜期90一100天，年降水量

715．15--1000毫米，全年日照1733．7—2100小时，≥10℃

积温3700～4805 C，相对湿度70％。这一地区的农作物有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水稻、小麦、蚕虫、碗豆、四季豆等；通常作物一年两熟，是迪

庆州的主要产粮区。植被主要由云南松、常绿灌木林、混交

林及山地河谷杂草草场构成。土壤属棕壤和水稻土。这一

地域的面积只占全州总面积的19．2％，即不到1／5。

就土地耕作面积而言，1982年全州共有586757亩，只

占全州总面积的1．6％。粮产量不高，但林、牧、副的条件却

较好。据迪庆州统计局的统计，到1982年以前，州内森林面

积达16472万亩，其中还不含疏林地。森林覆盖率为

37．54％，木材蓄积量为16472立方米，1982年采伐量为30

万立方米，占云南省木材采伐量的i／5，是省内一主要大林

区。草山、草场面积为654．5万亩，占全州地土总面积的

1$．83％，是云南省牧业的一大重点区。此外，由于山深、林

密、人口稀少，又是多种野生动物出没和药用植物生长的好

地方。在迪庆境内有白茫雪山、哈巴雪山、碧塔海、纳帕海4

个自然保护区。从盘亘于西北部的太子雪山主峰卡格薄及

梅里大雪山起，向东南绵延至金沙江谷，形成寒温带的一个

动植物“王国”。内中不乏珍禽异兽，象属于一类野生保护动

物的滇金丝猴、野驴、黑颈鹤；二类野生保护动物猕猴、小熊

猫、金钱豹、云豹、原麝、林麝、马獐、毛冠鹿、黄麂、穿山甲、

藏马鸡、贝母鸡等；三类野生保护动物岩羊、青羊、血雉等。

所产麝香、熊胆、鹿茸、虫草、天麻及胡黄莲、藏菖蒲、雪莲、

竹茵、当归、贝母等药材近300多种，向以质好量大而驰名

海内外。这里极适于各种药材种植，自1982年以来，垦植7

中药材地8706亩，20年来向市场提供了2400多万斤各种

中药材。牛、羊等毛皮、乳品和羊肚菌、木耳、核桃、板栗、蜂

蜜、蜡等山货土产更为丰富。地下矿藏多样，已查明的有石

棉、石膏、大理石、钨、锑、铁、铜、汞、金、银、铅等，其中金、

·7·



银，铅、铜、铁等，自明、清以来即行开采，这里是滇铜产地之

一。而中甸的乌矿、德钦县的石棉矿、维西的石膏矿储藏量

尤为巨大，并已开始采掘。境内除金沙、澜沧两大江外，山

溪纵横，水利资源十分丰富，可为发展工、农业和民间生活

用电提供取之不竭的电源。

综上可知，迪庆地区的自然特点是：地势高拔，山谷纵

深，垂直变化大，地理复杂，草原成片，气候干燥，温度偏低，

空气稀薄，发展农业条件差，但却是经营畜牧业、林业和副

业的好场所。迪庆的整个地貌与生态，同其背后的青藏高原

属于同一类型，它实际处于青藏高原向东南延伸的端点与

前缘，适为占羌人及其后裔的高原民族活动舞台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由于这种自然地理因素影响到迪庆地区的民族、

文化，自远古迄今，都同青藏高原的民族与文化保持着密切

关系，她们都属中华文化中的组成部分，这不需赘言。今天

从行政上看，迪庆州辖中甸、德钦、维西三县，但从地理上

看，迪庆高原主要在中甸和德钦两县境内，亦即金沙江以北

以西的地域，其主要居民是藏族。据1982年第3次人口普

查计，在中甸县境内共有106398人，其中藏族为42529入，

占总人口的39．41％；在德钦的总人口为52275人，藏族散

布县内各地，共有4187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8．6％，至于

处于高原南缘金沙江对岸的维西县，藏族主要集中于维西

的西北部，据1983年统计，有7218人，占全县总人口数的

4．15％。比例不大，但居住却较集中。从总的分布情况看，

藏族主要居住在维西北部的塔城地区及中甸县5个区中的

上四区和德钦的全境。他们一般都住在高原地区，住在河谷

地区者极少，多以牧业为主。同藏族友好相处的民族还有傈

僳、纳西、汉及人数不多的回、彝、苗等民族。傈僳族的分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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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特殊，大多集中于维西县，据1983年统计，有63033人，

占县内总人口的首位，为53．31％。他们都居住在金沙江和

澜沧江两岸的高寒山区，靠从事狩猎和刀耕火种的农业经

济为生；傈僳族是400多年前从县外迁入的。回族数量不

多，主要在中甸的中心镇、维西的保和镇、德钦的升平镇，从

事商业贸易活动，他们是从清朝初中叶以来，随着迪庆同内

地的商业贸易往来而流入的。苗族是随着清中叶即乾隆、嘉

庆年间苗民起义的失败而流入的，他们都散居于金沙江畔

的高寒山区，以采药和狩猎为生。彝族是清朝政府为守护中

甸的桥头以上进入中甸的通道而迁入的，故都住在下桥头

以北的土官村，他们住在高寒的山上，以从事畜牧和刀耕火

种的农业为生。白族则从大理、剑川或从丽江地区辗转迁

入，从事泥土建筑和砖瓦烧制或小手工业。纳西族主要住在

维西和中甸的金江区及三坝地区。三坝通常为纳西族的古

居住地，但那已处于高原之外了。而入居迪庆高原之内的，

也主要是在三大镇及矿区，他们的先世是宋以后随着纳西

族土司的征战而陆续迁入的，但是今天多已藏化。他们多从

事小手工业、商业或农业。汉族主要住于金江区、桥头、三大

城镇及中甸和德钦的矿区，他们多为戍兵、商贩或逃亡人的

后裔，从中古以来自内地辗转迁入并定居，他们大多数已藏

化。汉族、纳西族、自族以及其它迁入迪庆的民族，都同当地

的藏族一样，以种植青稞、饲养牦牛、穿“楚巴”、说藏语、喝

酥油茶、吃糌粑、唱弦子和跳踢踏舞为习，一切都是藏式的，

这和藏族是迪庆最古老的土著分不开。据中甸县小中甸区

区瓦丁的老人们讲，从记事起，祖辈们就传云，中甸本为一

片草原和森林，是藏族首先把牦牛赶进迪庆、建立家园，后

来附近和内地的其它民族也看到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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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才陆续迁来的。这段传说告诉我们，藏族是迪庆最古老

的居民，而且最早还是以游牧为生的，从出土文物和历史文

献记录上看也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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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远古和中古时期的迪庆藏族先民

一系列的地下出土文物向人们显示，至少从新石器时

代起，迪庆高原上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并留下了有关的文化

遗存。这些文化遗存所表现出的特点及其同周围各地区的

文化关系，对于我们研究迪庆高原以及整个滇西北和滇北

的藏族和其它民族的早期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迪庆藏族地区迄今为止出土的石器时代遗物，以维西

傈僳族自治县哥登和中甸县小中甸区区瓦丁的发现为代

表。哥登村遗址位于腊普河东岸，在距哥登村约1公里的河

边山洞内，是1958年发现的①。遗址内出土有木碳屑、夹有

兽骨的灰土、磨制石斧2件(1件残)、长方单孔石刀一、一

面磨光石刀一、石镞四、石针一、石器残片一、夹沙灰陶器柄

和器片各一、夹沙褐陶网坠二、磨光骨管和骨凿各一。石刀

是用于作物收割的，石镞和石球都是狩猎工具；网坠是用于

设网拦鱼的，骨器是用于一般家庭副业上，显然它的主人应

是一个从事多种经济职业的民族。值得注意的是，石斧的刃

及腰身磨得很精致，而上半却保留了石材原具有的石皮，部

分石刀一面打、一面磨，说明技术的原始性。石镞为柳叶形。

从陶器的烧制技术上看，却有一定的进步性，烧灰色陶器，

，。 年第10期。案：熊文云发现于“五区哥灯村”，依维西县人民政府1987年

≠ 编印的‘地名志》认为属今塔城区，村名应作“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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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烧陶的主人已掌握了还原技术，一般到新石器晚期才

会出现这种烧制术。相比之下，小中甸区瓦丁遗址出土的文

化遗物可能要早些，这一遗址位于小中甸河北岸的山坡上。

出土有磨制石斧残段，刃部有缺损，上部裸有原石材的部分

石皮，并打出肩柄，说明没有经过细加工，出土的陶片，系红

褐色夹砂陶，砂粒较大，从残片形状上看，应属罐类的腹部，

皆为素面，用手捏制。完全是露天烧成，其烧制术比哥登村

的原始，而较之德钦永芝、纳古及中甸县尼亚石棺墓出土的

陶器，技术更为粗拙，时代更为原始。1986年曾获悉地质队

和林业局的工人在小中甸采有石器时代遗物，中甸县志编

篡委员会办公室亦曾提到“在地质三大队的协助下，发现了

石器时代人类在中甸活动的线索”，①但迄今不见正式报

告。遗憾的是，笔者近几年虽进到州里，但没能再去小中甸

考察，1990年虽一度进州，后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迅速撤

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小中甸同维西的遗物应有一定关

系。它们应属同一古老居民的文化遗留。②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器柄部有打出的肩，这同四川雅安地区所出石器有近似

处；柳叶形的石镞又和察隅县察瓦龙区松塔和龙布所出的

相一致。③它表明迪庆地区的石器文化同川青及西藏文化

关系密切，但在石器柄部保留石皮的作法，却又同滇西的怒

江州的福贡、泸水、保山地区和滇北以及贵州南盘江以南所

出土的石器又有一定关系。这种文化关系，从北向南、经过

③攀巍19黔81 1982⋯徒■一⋯橼(＼
③这些材料为笔者 年、 年两次徒步沿云南怒江进入察隅县考察1

所获。见本书所附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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