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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州长阿称(藏族)

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世界屋脊的青。曳高原东南缘，四川盆地的

西部。藏族传统称“康”，是我国四大藏区即“康、藏、卫、安多”之
一。历史悠久，是早期历史上民族频繁迁徙的“民族走廊"地带。古

代，南北民族在此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存和文化积淀；又是藏汉文
化、农耕文化与牧业文化的交汇地。文化灿烂，区内德格与西藏拉萨、

甘肃夏河同为藏区三大文化中心，有“雪域文化宝库’’之称的德格印

经院，是这个文化中心的体现；同时又兼蓄草地文化圈和嘉绒文化圈

的文化特点。因此，形成了既有与其它藏区文化相同的共性，又具有
其自身特点的多元性历史印记。

这块富绕而又美丽的地方，是藏汉等民族友好交往的桥梁，川藏

交通的枢纽，藏汉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曾为维护祖国统一，边疆的
巩固，以及内地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与发展，产生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这15万3千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藏族是其最古老的居

民。此外生活着汉、彝、回、纳西、羌等民族。他们勤劳勇敢，刚毅
质朴，为共同开拓这片土地和睦相处，休戚与共。

红军长征时期，区内各族人民在红军帮助下，就建立了民族自治

式的红色政权，成为早期在民族地区实践党的民族政策的典范。红军在甘孜州播下了革命的种朋族7帙为支援红军北上抗日，保护红
军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初，在党中央f}17橐切饕杯釉而庵堵委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

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按照俱遂平等：测、共同繁荣的原则，成功地
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纷繁的社会历史矛盾，于1950年11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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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甘孜藏族自治

州。1956--1959年成功地进行了民主改革，推翻了延续数百年的封
建农奴制度，实现了历史的跨越，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迈进了

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康区大地，全州

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

政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出现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

结，社会进步，市场繁荣的新气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全州各族

人民在党的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指引下，正为建设美丽富绕的甘孜州而再创嘉业。

盛世修志，功在千秋。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受甘孜藏族自治州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委托，学校党政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工积极支持，

于1987年承担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的编纂工作。编写组的

同志们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相统一，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真实

地反映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完成了这部研究

和了解甘孜州各民族的较完整的著作。

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实属一项开拓性的事业。编写组的同志们

克服了诸多困难，勇于探索，勤于实践，花了5年时间，将这本书奉

献给广大读者。我愿为此书作序，一是对笔耕于修志战线上的同志们

表示感谢和鼓励，二是企盼更多的人了解甘孜州、关心甘孜州，研究

甘孜州，提高甘孜州的知名度，以促进甘孜州两个文明建设的更大发

展。

1994年2月于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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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研究员李绍明(土家族)

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处四川西陲，与西藏接壤，幅员广大，物产丰

富，为藏族聚居传统地域之一——康区的主要部分。早在汉代，甘孜

地区即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友好相

处，患难与共，为开发康区，保卫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甘孜州的居民以藏族为主，是藏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康

区地处内地与西藏的要冲，为连接我国西南与西北的枢纽。同时，又

位于西藏的东南边缘，使它成为汉藏文化接触交融的地带。正由于康

区特殊的战略地位，故前人总结出“安康"的历史经验。在现实的条

件下，稳定和发展康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一步稳定和发展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先必须认清州情。其中弄

清州内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的情况至为关键。建国前后不乏记载甘

孜地区的书籍，但多偏重于政治关系及经济建设方面，而专门的民族

志则尚付诸阙如。这对从政、治学者均诸多不便。近来甘孜藏族自治
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托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组成编写组，编成

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可谓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而具有开
创的新意。

’

民族志作为一门科学，应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英文作ethnogra—

phy，源出希腊文ethnos(民族)和graphein(记述)，合起来则是对

民族的记述。具体而言，民族志主要是对某一特定民族群体的社会与

文化制度，进行详细调查后的描述和研究，故又名记述民族学。本世
纪五、六十年代，一门以记录民族间相互交流为内容，了解他们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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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构筑其认知体系的学科发展起来，被称为“新民族志"(ethnogra—

phy，New)。运用民族志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总结出普遍规律，

便是理论民族学或称民族理论，也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近百年来发

展起来的民族志，其研究有一定的范畴，亦即反映某一民族当前的面

貌，也就是说将该民族在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一个横切面如

实地描述下来。至于该民族的族源研究属于历史民族学的范畴，而该

民族的历史进程则属于民族史的内容，均不包括在民族志的研究或

编写的范围之内。

我国有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固有的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一笔

巨大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继承与发扬。我国固有的地方志一

般有关于民族、民俗的记述，其中不乏史料的积累，应是一个优点。

但是，大多未将民族作为专门篇章来叙述，而是将有关民族的特征分

别列入地方志的有关部分，给人以割裂之感，难以窥其全貌。

在编纂我国新地方志当中，应如何写好其中的民族志，至今仍是

探讨中的一个问题。鄙意以为新地方志中的民族志应与民族学科中

的民族志有所不同。它既要包括民族学科中民族志的基本内容，同

时，又要吸取我国传统地方志学的优点，以之丰富和发展新地方志中

民族志的体例。简而言之，新地方志中的民族志除了如实地反映这一

民族当前的面貌外，还应反映该民族的族源、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民族

间的关系等等。《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在这方面，可谓找到了一

个很好的结合点，走出一条新路。该志分别以藏族、汉族、彝族、回

族、羌族、纳西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为序，详细记述了有关民族的社会

状况。同时，又反映出这些民族的历史进程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不

仅有利于增强该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而且对于增进民族间的团

结及巩固祖国的统一，都将起到良好作用。

值此《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出版之际，略赘数言，以兹祝贺。

是为序o
1 994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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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民族政策，按照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甘孜藏族自治州内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真正起到“存史、咨政”的作用。

三、本志中所记述的民族，是依据解放后，经过民族识别，由国务院公布的，包括汉

族在内的56个民族中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内居住、工作的民族。

四、本志上限年代不限．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社会科学研究新成果，及汉、藏史籍所记

上溯；下限年代为1990年。

五、本志系《甘孜藏族自治州志》的分志，对区内民族、民族关系、民族政策以外各

业、各事不作涉及或尽量少涉及。

六、本志采用记、志、图表体裁，不设传；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以民族设篇，另

设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专篇，共5篇，篇以下设章、节，节酌情设目，共25章，110节。

七、数据，解放前有档案资料的以档案资料为准，无档案则以已出版图书、文章中可

供参考的数据；解放后以州统计局和有关主管部门数据为准。地名，以《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地名录》及州内各县地名录为准。

八、年号：民国以前，前面用阿拉伯公元数，再以括号注明各朝年号。民国至1990年，

皆通用阿拉伯公元数。

九、本志不列人物传，有关人物，以事为叙。

十、本书资料来自汉、藏史书、档案，还有部分系实地考察资料，经写出考察报告，征

求意见后采纳。正文中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另以附录形式列录主要参阅资料、档案。

十一、本志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正确反映历史上的民族压

迫和民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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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处东经98。一1024，北纬

28。一34。。东与四川省雅安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接壤，南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

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毗连，西沿金沙江与西藏自治区相邻，北接青海省玉树、果洛两个藏族

自治州。辖康定、泸定、丹巴、九龙、雅江、理塘、巴塘、乡城、稻城、得荣、道孚、炉霍、色达、甘

孜、新龙、白玉、德格、石渠18个县；州府康定座落在跑马山下。全州幅员为15．3万平方公

里，占四川省面积的四分之一强。境内山脉绵延，雪峰皑皑，草原宽阔，江河纵横，峡谷深邃，

森林茂密，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步抬升，平均海拔3500米左右。横断山系的大雪山脉和沙鲁

里山脉纵贯全境，长江水系的干流金沙江，上游主要支流雅砻江、大渡河，并行纵贯区内西

部、中部和东部。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个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除藏族外，还有汉族、

彝族、回族、羌族、纳西族等20多个民族。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州总人口

为828531人。其中藏族627024人，占总人口的75．68％；汉族177823人，占21．46％；彝族

18818人，占2．27％；回族1725人，占0．21％；羌族1722人，占0．21％；纳西族676人，占

0．08％，其余蒙古、维吾尔、苗、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傣、黎、东乡、土、仫佬、撒

拉、仡佬、京等民族人口为743人，占0．09％。

甘孜藏族自治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据考古发现证明，旧、新石器时代，境内原始先民

就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流域繁衍生息，开创文明，是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主人。春秋战

国时期，北方羌人逐渐向西、西南迁徙。来到甘孜州境内的羌人部落与很早就生活在这块土

地上的先民，通过交往，兼并、融合，形成新的部落。汉初，武帝开西南夷。境内部落与内地经

济、文化交往渐兴。汉中央王朝对境内东部．南部部落实行羁縻统治。公元7世纪初。吐蕃王

朝崛起，逐步向东发展，唐高宗时，境内各部为吐蕃所并。唐末，吐蕃王朝统治崩溃，境内各部

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社会制度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

元初，中央王朝创立土司制度，甘孜州南、北大部分地区属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管

辖，东部地区属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明、清两朝皆沿袭元制，继续推行土司制度。

清末，川滇边务大臣在区内进行“改土归流”。民国初，国内政局不稳，帝国主义觊觎西藏，。川

边事繁”．改流土司纷纷复辟。从1912年至1927年，先后设立川边镇抚使署、川边特别行政

区、川边镇守使署、西康屯垦使署等建置，军政长官迭迭更换。1927年，川军二十四军涉足，

刘文辉任川康边防总指挥。1934年，西康筹备建省。1939年1月．西康正式建省，康定成为

西康省省会。

从唐代开始，随着汉藏交通和汉藏贸易的兴起，甘孜地区即成为汉藏交通的枢纽、连接

内地与西南边陲的纽带、汉藏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在促进内地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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