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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野生动物保护题词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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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杨传堂为((西藏自治区志》出版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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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

为《西藏自治区志》出版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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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总 序，匹、，丁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追

溯历史，“方志”一词最早语出《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汉

唐盛世，国力倍增，史志学家辈出。司马迁、，班固、常璩拔其萃，《禹

贡》、《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括四方；宋元继其后，州县编修方

志蔚然成风；及至明清，地方志的编纂不仅成为官民文化传承的一部

分，而且纳入了国家正常的运行机制。清朝初年，雍正帝曾晓谕各省督

抚，重视治内志书的修纂，并将志书修纂之优劣作为考绩诠叙之内容。

民国之际，军阀混战，国无宁日，且遇强敌入侵，仍颁布《修志事例概

要》，督促各地设立通志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继承了

中华民族这一优良传统，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提上议事日程j至20

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已有五百三十多个县(市)成立了地方志编纂

机构。自80年代始，’在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修志馆、办，确然形成了

“盛世修志"局面的背景下，西藏自治区编修方志的工作开始起步，但

由于各方条件的限制，未能跟上全国修志工作的步伐。至90年代以来，

相关机构正式设立，编纂工作全面展开。
一

西藏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它北邻青

海、新疆：东接四川、云南，以南、以西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
等国家接壤，边境线约四千公里，其中横亘于西南的喜马拉雅山脉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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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志·动物志

百多公里，构成了祖国西南边疆的天然屏障。西藏地处青藏高原主体

分，东部和南部为海拔2000--4000米的高山谷地，西部和北部为海

拔4000--5500米的大山环绕的雪地草原，中部为拉萨河、年楚河、雅

鲁藏布江冲积而成的河谷低地。区域内山脉连绵，雪峰重叠，江河纵

横，湖泊棋布，东南边缘森林茂密，西部、北部地区草原相接，中部河

谷地带良田广布。西藏自治区辖有昌都、林芝、山南、拉萨、那曲、日

喀则、阿里等七地(市)，73个县(市、区)，718个乡(镇)。截止到

2000年底，全区总人口262万人，以藏族为主体，藏、汉、．蒙古、回、

门巴、珞巴等多民族聚居，其中，藏族占区内总人口的92．2％o西藏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别具一格的生存

面貌。在传统文化领域，有古代科技的天文、历算、医学，有卷帙浩繁

的文史作品和佛教典籍，有源远流长的绘画、建筑、雕刻、音乐、舞

蹈、戏剧等等。这些名胜古迹和文物典籍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朵朵鲜艳的奇葩。西藏地处高原，山川奇险，自然

风光雄浑秀丽，人文风景丰富多彩，其多样性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

构成了祖国西南边疆的秀美图画，令国内外的人们关注和神往。

长期以来，西藏地区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开发了这片

辽阔的土地，创造了悠久的历史。据考古资料证实，西藏地区早在数万

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经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约在
， 西汉时期，西藏地区就出现了悉补野王统世系的第一个部落王聂赤赞

普；经过八百余年的发展，至隋唐时期，松赞干布逐步削平群雄，统一

青藏地区，建立了吐蕃王朝，同时与华夏各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唐

太宗贞观年间，松赞干布两次派遣大臣赴长安向唐朝请婚，并于公元

641年迎娶唐宗室女文成公主，与唐朝建立了甥舅之谊。公元710年，

唐金城公主又嫁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再传“和亲"佳话。唐与吐蕃间

或激烈(表现为征战)或和平(表现为联姻、商贸等)的交往，大大推

动了青藏高原各民族与内地其他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对唐、吐蕃、吐谷

浑、突厥、回纥、南诏等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和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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