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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孜县志 序一 1

序 一

勖难’
江孜是西藏自治区的三个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古以来，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人民，就用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近百年来

特别是近50年来，江孜人民发扬“爱国团结、不畏强暴、众志成城、敢于

献身”的抗英精神，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

忍耐、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以及“精诚团结、顽强拼搏、实事求

是、艰苦奋斗”的江孜精神，保卫、开发和建设自己的家园，使江孜以“英

雄城”、“西藏粮仓”、“卡垫之乡”的美誉名扬四方。

我个人一直认为，江孜所具有的独特历史地位，江孜在藏民族发展中所

作出的贡献，以及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江孜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

变，都确有必要认真书写和记载。在纪念江孜抗英100周年之际，出版发行

《江孜县志》，的确可喜可贺。因为这是江孜有史以来第一部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紧紧结合江孜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情况，广征博

集编修的志书。它对于我们客观、全面地了解江孜、认识江孜、更好地发展

江孜，对于教育、激励后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江孜县志》记载着

历史曾有的辉煌，也昭示着未来美好的前景。因而它的出版意义是非同寻常

的。

以此为序，并衷心祝愿江孜的明天更美好。

200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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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二 江孜县志

序 二

江孜县志编纂领导小组

江孜县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北麓，雅鲁藏布江支流

年楚河上游。江孜，历史悠久，物阜民丰。县域名胜众多，景点独特，是全

国历史文化名城；抗英卫国英雄壮举，使年楚河闻名遐迩；年河平原，地大

土肥，西藏粮仓名不虚传o

《江孜县志》以翔实的资料，真实地记载了自公元7世纪吐蕃地方政权

统一西藏以来，江孜l 000多年的历史。公元7世纪，江孜地区各部落先后

归属吐蕃；吐蕃赞普的后裔班阔赞在江孜宗山修建了第一座宫殿，名为“杰

卡尔孜”，江孜因此得名。在旧西藏，江孜是西藏第三大城市，是一个农业、

商业、民族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和军事重镇，设有“宗基”(总管)，是西藏对

外的重要窗口之一，英国、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均在此设有商务

机构。由于江孜雄踞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o 1904年，英帝国

主义侵略西藏，江孜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卫国，谱写了一曲捍卫祖国领土完

整、英勇悲壮的爱国主义赞歌。江孜从此以“英雄城”闻名中外。1951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52师154团进驻江孜。从此，江孜历史揭开了新的

一页。1952年，江孜正式成立中共西藏工委江孜分工委。1964年，江孜地

区撤销，领导机构与日喀则合并，江孜县归属日喀则地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孜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真抓实干”的精

神，创造了辉煌的年楚河文明，是在全自治区第一个实现粮食超亿斤的县，

江孜成为名副其实的西藏粮仓，成为全国农业百强县之一。中央第三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确定对口援藏工作方针以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上海市

的大力援助下，江孜县委、县政府带领人民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艰苦奋斗，真抓实干，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把

发展作为执政兴县的第一要务，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坚持“三个文

明”一起抓，全面建设高原小康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今，放眼整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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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展示在世

人面前的社会主义新江孜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象。

自1998年开展修志工作以来，《江孜县志》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修志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在各方面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历经6个春秋，

收集了约1 000万字的原始资料，经过整理、编纂，于2003年10月顺利完

成了共分1l篇、42章，80余万字的志稿。《江孜县志》第一次从历史、自

然、人文、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对江孜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映，尤其是引

用大量具有说服力的材料，反映了江孜民主改革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

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深刻地反映出江孜县在中央的亲切关怀、自治区党委

和日喀则地委的正确领导以及上海的大力支援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全面反映

了勤劳、勇敢的江孜人民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在当年英帝国主

义的凌辱前抗击压迫、临危不屈、奋起反抗的大无畏精神；集中反映了江孜

人民在民主改革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真抓实

干、与时俱进的精神面貌；深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无比优越；热情赞颂了兄弟省市对江孜人民的深情厚谊和大力援助o

《江孜县志》是江孜的一部“百科全书”，是一部资政宝鉴，更是一部完

整的地情书。在纪念江孜抗英100周年之际出版《江孜县志》，对全县广大

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江孜，对关心热爱江孜的人们了解江孜人民的爱国传

统、灿烂历史文化和江孜地情、县情提供了依据和参考，对深刻认识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西藏今天的稳定和发展，激励我们自觉地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

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为全面完成“一加强、两促进”的历史任务、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大而久远的意义。

祝愿勤劳智慧的江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沐浴着改革开放和西

部大开发的春风，和衷共济，奋发图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创造

更加光辉的业绩，谱写更加辉煌的新篇章o

2004年8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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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江孜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和立场。

二、本志上限起自事物发端，下限为2000年年底。

三、本志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详今明古”的原则和重点记述和平解放

后江孜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按“横分门类，竖写历史”，体裁以志为主，志首设有图照、

序、概述，志尾设有人物、大事记、附录等体裁，文体采用规范的语体文，

遵照“述而不作”的原则，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并附有必要的图表，做到

图、文、表并茂。

五、对地名和政权、机构、官职等专有名称，均采用当时的实际名称或

习惯称谓，并在括号内加注今名。

六、大事记运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及“一事一记”的原

则，记述江孜的大事、要事、新鲜事。

七、人物体裁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只收录已过世，且在江

孜影响较大或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江孜有较大影响的在世人物及达不到立传

标准的过世人物，以简介述之。简介人物主要包括在江孜有较大影响的非江

孜籍人物，以及出生在江孜而在外地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另外，对定居在江

孜的几位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战士也收录其内。立传人物以卒年排列，简

介人物以生年排列。对荣获地区级以上表彰的个人列表反映。

八、本志纪年，1949年前用朝代纪年，并尽可能加注公元、藏历纪年；

1949年后用公元纪年。传统纪年用汉字数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九、本志计量单位，民主改革前使用传统计量单位，并尽可能括注法定

公制计量单位；民主改革后一律采用法定公制计量单位。

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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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志所用统计资料，均采用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未纳入统计部门

的数字，采用县有关部门上报数据。

十一、本志文字资料以藏、汉文档案、史籍文献为主，口碑资料仅作为

补充。均经查证核实。除引用和说法不一的以脚注注明外，一般不注明出

处。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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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孜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南部，处于北纬28030’～29018’，东经89006’～

90。12’之间。东与山南地区浪卡子县接壤，西与白朗县相连，南与康马县为

邻，北与日喀则市、仁布县相接。全县总面积3 771．02平方千米，平均海拔

在4 050米以上。2000年底全县人口61 497人。

江孜县位于喜马拉雅地层区北缘，北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毗邻，南接康

马变质核杂岩。地壳在发展过程中，主要以沉积作用为主，岩浆活动较弱，

仅出露有少量的花岗岩和火山岩。其构造作用十分强烈，一个江孜覆向斜，

两个重孜、勒金康桑、热龙推覆体，一个然巴变质核杂岩，一个罗布岗断陷

盆地。这种地质结构使江孜境内矿产资源较为丰富，黄金、磷、石墨、水

晶、石英岩等矿产具有一定储量。锑矿、花岗岩、水泥灰岩、砂岩、黏土等

矿产正在开采。

江孜县属高原温带季风半干旱气候，干旱少雨，旱雨季分明，无霜期

短，年均110天左右，年平均气温4．7"t2，最高气温26．5℃，最低气温

一22．6℃，气温年差较小，日差较大，全年平均日较差16．5℃o江孜县受喜

马拉雅雨影带影响，降雨量小，年降水量284．5毫米，降水强度低，以夜雨

为主，夜雨率在70％左右，空气干燥，相对湿度低。

土壤总体土层较深厚、肥沃。受海拔高度的影响，类型多样，垂直分布

明显。土壤主要分高山寒漠土、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土、亚高山草原土、

亚高山草甸土、山地灌丛草原土、草甸土、潮土、新积土、粗骨土lO种类

型。

植被以耐寒、耐旱的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及蒿类为主。受海拔高低和小

气候影响，植被具有明显分带性，大致可分稀疏垫状、高山草甸、亚高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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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高山草原、亚高山草原、山地灌丛、草甸沼泽植被7大类型。年楚河两

岸一年一熟的农业植被较发达伊

江孜县境内主要野生动物有野牦牛、青羊、黄羊、雪鸡、獐子等，主要

野生植物有藏青杨、柳树、沙棘、红景天、贝母等104种植物。

在地质第三纪时，江孜河谷平原是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年楚河中游串连

湖泊的组成部分。在青藏高原抬升和河流下切过程中形成了年楚河主要河流

及其呈树状水系，年楚河源头为康马县境内海拔高5 150米的色姆湖，其在

江孜县境内主要支流有龙马河、涅如河、冲巴拉曲(又称康马河)、纳如同

曲、金嘎则曲、康如普曲等o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建的满拉水库、卡堆幸

福水库等中小型水库，及以北干渠为主的多条主干渠，是江孜县境内自然水

系的丰富与补充。

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大风、沙暴、冰雹、低温、霜冻、水灾和蝗灾

等，特别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民国二年(1913年)、1954年三次年

楚河洪灾，使两岸人民深受其害。民主改革后，虽然在20世纪70、80年代

中期及2000年8月也发生过旱灾或水灾，但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江孜驻军、

民政部门等大力协助下，灾害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受灾群众有房住、有

衣穿、有饭吃。

历史上，年楚河流域被称为年堆，分为年之上、中、下游三个区域，江

孜县属于上游地区o

西藏处于十--tJ,邦时，江孜属十二小邦之一的娘汝部落等四个小邦的统

治区。娘汝部落以年楚河流域为主要居住范围，从事农耕畜牧。吐蕃地方政

权建立后，年楚河流域成为吐蕃的属部，江孜一带称之为鲁若之芽松，属吐

蕃桂氏、噶氏、琳氏、庆氏等大臣的领地，上有岗江宁三茹，中有吉三茹，

下有西午三域。分裂割据时期，江孜一带由吐蕃赞普后代班阔赞及其子孙统

治。到了吉德的传承则布三兄弟穷则、知则、吉则时期，由三兄弟统治上至

勒金康桑，下至“迥莎玉瓦同”的年司雄仁母地区，后年之上、中、下游地

区由吉则统治。

元代，萨迦地方政权时期，江孜属于夏鲁万户府辖区，江孜地区设有乃

宁千户府。夏卡瓦家族帕巴贝桑任萨迦地方政权朗钦后，因征服夏冬、洛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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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有功，萨迦地方政权把年楚河上游地区统治权授予帕巴贝桑，从此这一

广大地区称之为“班丹夏卡瓦”o班丹夏卡瓦家族统治时期，元、明朝皇帝

曾封赐班丹夏卡瓦家族的帕巴贝桑、帕巴仁钦、热丹贵桑帕等大司徒、司

徒、朗钦等封号，并赐予印章和诏书。

帕竹地方政权时期，这里被称为“年堆江孜瓦”，设“宗”级(相当于

县)建置，江孜成为帕竹政权所辖13大宗骆之一。

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江孜继续设“宗”。噶厦委派僧俗五品官各一

名任职管理，任期三年。当时，县境包括现今的江孜县、康马县、亚东县的

唐拉山以北地区，面积达13 800多平方千米。

历史上，江孜曾发生过许多重要战事。1727年，在江孜发生颇罗鼐与

阿尔布巴之间的“卫藏战争”o 1904年，江孜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又遭受

英帝国主义的入侵，英勇的江孜人民与藏军一道在江孜宗山等地，用血肉之

躯，谱写了反击帝国主义入侵的壮丽诗篇，使江孜获得了“英雄城”的赞
卷 ’

目0

江孜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得到历代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清乾隆

五十八年(1793年)，在驱逐廓尔喀入侵者后，清朝中央政府按《钦定藏内

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在江孜设守备、外委各1名，统领清朝中央驻军

50名，并设粮台、塘汛等机构。同时规定藏军设代本1名，统领500名藏兵

驻防江孜。驻藏大臣和琳前往后藏与廓尔喀勘定边界，设立“鄂博”界标

时，曾在江孜停留，调查了解民情。驻藏大臣松筠、帮办大臣和宁在巡边

中，到江孜视察藏军训练和粮台、塘汛等事务，并撰碑文立于校场藏军演武

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后，清政府在江孜设商务局及海关，统管江

孜进出口贸易o 1911年后，西藏地方政府在江孜设立商务基巧。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孜，在江孜设立中共江孜临时分工委、

基巧办事处、专员公署及宗办事处。1959年，江孜宗改置为江孜县。1964

年，江孜地区撤销，江孜县划归日喀则地区管辖，江孜县由年楚河河谷平原

上游地区和龙马沟、金嘎沟、卡卡沟等组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治区

曾筹划成立江孜地区，为此成立了江孜地区筹备领导小组，开展工作，后因

种种原因，江孜地区未能成立。到2000年底，全县有江孜镇、热龙乡、龙

马乡、车仁乡、年堆乡、日朗乡、江热乡、紫金乡、康卓乡、重孜乡、热索

乡、纳如乡、卡堆乡、卡麦乡、达孜乡、藏改乡、金嘎乡、日星乡、加克西

乡等1个镇、18个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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