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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西藏作为旅行者心目中的圣地，其雷城高原、蘸天白云、雄海山} 11 、历史

底蕴、民族风情、宗教倍仰，吸引着元数人的目光。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拉萨

及市辖各县(眩)的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资师、、旅游景点、宗教文化、餐

饮娱乐、发展现状等内窍，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可以让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

拉萨与西藏文化。

科学t武术义揪出版社是国家料喝拉技术部系统帷一一

家中央级宝来兮性料扶出版机构，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

立 1夹攻增长知识和才子。



前

西藏和平解放 5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西藏走过了

不平凡的峙l睐岁月。拉萨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首府，不论是城关区，还是市辖 7

县，都如同全区其他地县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事实雄辩地证

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任何不带偏见的人们都会得出

公正的结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青藏铁路的胜利通卒，西藏这

块神奇洁净的土地，越显其光彩魅力。曾城高原那种独特而浓郁的蓝天白云、

雄浑山川、历史底蕴、文化民俗、前进步履，令人感慨而振奋。为了方便读者了

解拉萨，游遍拉萨，感情拉萨，编著了本书。

本书作为一本参考性的入门导读，凝聚着个人多年的心血。自 1985 年出

版第一本小册子后，萌发了集成编辑全区 7 地市 74 县(区)的综合性读物的念

头，其目的是为从事西藏工作和了解西藏的人们提供一点帮助 o 由于工作较

忙和相关资料欠缺等原因，这一愿望总是搁置在史料收集、立意设计和初稿启

动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实质突破，还是 2006 年青藏铁路通车后，当时正值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人休假之时，便成为写作机遇与激情的承接点。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七易

其稿，最终有了现在的成果，诚然体会、心得颇多。

就其写作体例的特点及说明而言，一是全面系统介绍拉萨市所辖县(区)

的轮廓情况，在目前上市出版的书籍中基本未见;二是以版块集成形式记述，

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加之注释

相配，符合读者的普遍喜好;二是在拉萨市志及各县(区)志尚未正式出版前，

对历史沿革记述部分，虽组织过有关专家学者座谈咨询修改，但可能还是存在

疏忽和不当之处，主因版本所致，取舍各异，较欠考究，读者在阅读或引用时，

谨供参考o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衷心地感谢自治区科技厅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的大力支持;衷心地感谢很多关心、帮助促成本书的热心肠人士，特别是多吉

次仁、马晋并、宋之辉、俞宏文、加布、刘柏呈、张明、琼达、张同格、杜国军、云

丹、安茹萍、任洲全、徐辉、马元明、刘立强、沈开远、王伟中、王大庆、周玲、沈文

京、孙增奇、汪德军及夫人次仁卓玛的鼎力相助;衷心地感谢参加本书咨询会

的各位专家学者提出的有放意见和建议。作为抛砖引玉的集成尝试之人，所

辑录资料不免良莽杂陈，加之水平有限，核正不够，编写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

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斧正。

葡灵

2008 年 3 月 1 日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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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也萨就班

历史沿革

拉萨，藏文意为"神地"或"]f地"，是西藏自治区首府，区政治、强济、文化、

宗教和交通的中心。始建于庸初，史称"前藏"。原为苏毗部部辖地，为湿地地带，以

放牧为主。 633 年，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眉，把都城由1手当迂于逻些(今拉萨) ，并

修寺庙，建宫殿，筑道路，奠定了拉萨的雏形。 641 年尼泊尔亦尊公主、唐朝文成公主

进藏后，在此地相继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和布达拉宫。大昭寺建成后，为纪念山羊驮

土建寺的殊胜之举，寺庙取名"恕萨垂朗祖拉靡"意为"山羊驮土神变经堂"。大昭寺

是该地最早的建筑，因此便以"惹萨"命名这座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城市。"惹萨"意为

"羊土城"，汉文史籍把"惹萨" t也译为"理婆"、"逻些"。佛教兴起之后..惹萨"成为

佛届圣地，约定俗成为"拉萨"。

13 世纪中叶，蔡凹噶举派创始人公堂喇嘛向·尊珠扎巴在拉萨东部修建蕉央装寺、

公堂寺，并与蕉巴万户长仁钦坚赞组织力量在拉萨疏通水道，加固问堤，对城市的兴盛

起到积极作用。明永乐七年(1409) ，格鲁派大师宗喀巴在拉萨以东 40 公里处的达孜县

境内兴建甘丹寺，其弟子相继在拉萨城西建哲蚌寺，城北建色拉号子。 17 世纪中叶，五

世达赖喇嘛受到顺治里帝正式册封，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进一步得到加强，阳拉

萨作为西藏的首府，从此延续下来。 1727-1788 年，拉萨修建了大量贵族府邸、活佛

家庙、政府衙门，还有商店、作坊、茶楼、酒店、民宅等。拉萨市区以大昭寺为中心向

四丽延伸辐射，不断扩大，东清真寺，雨'至三怕主庙，西'至硫璃桥，北到小昭寺，基

皆 2
taSa Gai~h 



拉萨市
La Sa Shi 

本上形成了今日旧城区的格局。 1796…1821 年，拉萨居民有 5000 余户、 3 万人口。鸦

片战争后，英军对四藏发动侵略战争，拉萨城发展停滞。 1906 年，张荫棠被捕廷委派

到拉萨资办藏务，提出十九条改良西藏政治、结济的措施。

20 世纪初，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兴办电厂，设立银行、邮局、电报局，开展以羊

毛、牛尾等为主的外贸活动，从而加快了拉萨的市政建设和市民生活改替过程。 1951

年前，拉萨是一座以寺庙建筑和官邸为主的中世纪寺院城市，没有现代建筑、公共服务

设施、公路，往来物资依靠人背裔驮。 1951 年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进入拉萨，西藏和

平解放。 1965 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拉萨成为自治眩的首府，此后，拉萨得到迅速

发展。 1982 年，拉萨成为国务院酋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市花为格梨花。

苏E比飞B湛
...翩 幽幽

幽翩翩 翩F ,.; 翩翩 幽幽叫田 蛐飞翩翩翩恤 刷、、

青藏高原较大的奴隶制部落联盟之一，又称女阔，原属羌系民族。其

原始居地在今日喀则地区的南木林县一带，即襄曲河流域，因此，藏文史

籍又称襄由河为苏毗河。此后，其居住地逐渐东扩至拉萨河流域和昌都西

北句:一带。隋朝时期，苏毗已是逾万户的大因，地域广阔，雄踞…方。苏

毗虽已进入奴隶制初期，但却保留了大量的母系氏族残余，仍以女权为核

心立国。据《隋书·西域传》记载"其国世代以女子为玉，王姓苏回比，

字未竭" "友有小女玉，共知国政"。女王朝政，小女王则协助管理，而

男子无权处理政事，只能从事战争或耕田。由于苏毗部落实行女且与小女

王共问执政，导致双方边渐出现裂痕，矛盾日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苏

毗一些大臣暗中联系吐蕃五赞王中的达布年塞赞普图谋颠覆。达布年2善之

子朗日松赞即位后，便与苏毗众 1日院起誓结盟，里应外合，一举占据苏毗

崎也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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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宫，苏毗归属性蕃。

据《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载:朗日松赞时代，吐蕃控制的地域，南

到雅峰、达波，东到达布、娘波，西到藏地、朱孤，北到苏毗。说明此时

苏毗巳归于吐蕃治下。由于苏毗女王、臣民不甘心受吐蕃统治，朗日松赞

死后，苏毗与达波、娘波等纷纷叛起，各自拙立。 7 世纪，朗日松赞之于

松赞干布秉新征服苏毗、达波诸部，统一青藏高原。此时'咄蕃的疆域'

巳由初期的以雅险，忠悉补野部为中心的"二三乙茹"飞'\'扩大为 "1五i.~妥茹5". 增加的

"两茹"之一就是

雄、党项、，，1.谷浑一起称作"内回族"。敦煌藏文文书将4蕃与苏毗连名，

简称"蕃孙"，说明性蕃兴起后征服苏毗，并将之纳入藏族。苏毗与4蕃

合一后，苏、毗卒队成为吐蕃武力扩张的得力工具，在河陇、西城一带屡次

征战，苏、毗成为吐蕃的后方大基地。苏毗为吐蕃征服后，仍具有相当的势

力。据《新唐书·西域下·苏毗传》记载:苏回比在性蕃诸部中最大，其范

围东与多弥为邻，西接鸭葬峡，有人口 3 万户。唐以后，苏、毗很少见于史

载，农明苏回比i运渐藏化。

行政区划

7 世纪以前，拉萨属苏毗部格辖地，其地域抱围为卧玛塘、拉萨河谷及拉萨以拍一

带。 7 世纪初，松赞干布迁都卧玛塘完成西藏统一大业并建立吐蕃王朝后，将其辖区划

分为五茹和象推赤迪，其中的卫茹卧玛塘的惹木齐设治所.F划 12 个东油为其辖区。

9 世纪中叶，吐蔷王朝崩攒后，其王室后裔钳纷j拽住各地，占据…方建立地方政

权。西藏形成"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省百十家，光复统一" ( ((读藏史鉴 ì)) 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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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行政区划亦无定用。

拉萨市
La Sa Shi 

13 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后，在西藏建立萨迦地方政权，将四藏划为"乌斯"、

"藏"、"纳里速古鲁孙" 3 个行政区，设 13 个万户府进行管理，其中乌斯行政区设有

6 个万户府，管辖拉萨地区的有 3 个万户府，即直贡万户府(辖今墨竹工卡县大部及邻

近地区~有 3630 户)、加麻万户府(辖今盛竹工卡县一部，实有 2900 户)、蔡巴万户

府(辖今拉萨河流域，实有 3700 户)。

14 世纪中叶，明朝廷倚重帕竹政权在西藏实行"宗本"制度，将西藏划分为 13 个

大东进行管理，其中，拉萨地区划分为 4 个泉、 3 个都指挥使词。 4 个来为:乃邬来

(辖今城关区和堆龙德庆县一部)、扎噶宗(辖今达孜县一部)、伦珠孜祟(辖今曲水县

一部)、齐日达孜宗(辖今达孜县一部)0 3 个都指挥使司为:捺里巴都指挥使词(辖今

拉萨河中游地区)、加麻都指挥使司(辅今器竹工卡县)、朵陇都指挥使司(辅今堆龙德

庆县一部)。

清代朝廷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衙门和西藏地方政府将拉萨地区划为两个行政区，一

为朗孜厦列窍，辖大昭寺以及今林廓路以内地区;二为雪列空，辖布沽拉宫以及达赖支

整属民居住地叫"驾"的区域，即包括今达孜、堆龙德庆、东嘎、聂塘等地。两机构平

行，相当于那(县)的建制，均直属于阴般地方政府;其中，雪列空辖区又划为 9 城、

18 营分治。 9 城为拉萨城(今拉萨市区)、日噶牛城(今曲水县东北聂当乡)、楚舒尔城

(今曲水县)、伦珠布城(今林周县西南松盘)、愚竹贡嘎尔城(今器竹工卡县)、蔬多城

(今林周县)、鳖辄尔城(今货嘎县)、第巴达克[f[城(今达孜县东西边孜)、日喀尔公喀

尔城(今贡嘎县); 18 营为卡尔孜营(今当雄县四南霍若挖帕朗村)、羊八井营(今当

雄县羊八井镇)、嘉尔布营(今拉萨市西北扎补)、色背(今曲水县西赛)、蕉里昔(今

拉萨市藕公3故乡人浪葫背(今林周县西南郎捕)、洛荧霄(今林周县南洛麦)、撒拉霄

(今林周县四南撒当村)、策堆得营(今堆龙德庆县境)、札什营(今拉萨城区东北光明

乡)、工布塘营(今拉萨城区东南公布塘)、阵营(今曲水县东北姜乡)、里乌营(今堆

龙德庆县东南柳梧乡)、曲降背(今达孜县西南丘隆)、学夺膏(今贡嘎县东南朗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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