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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前夕，在拉

萨河上新建的永久性钢筋混凝土大桥正

式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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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在大昭寺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塑像



拉萨老城虫话

一一拉萨老城历史文化记

久负盛名的世界最高城市一一拉萨是西藏自治区首府，是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 O 拉萨古城具有一千三百

多年的历史，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享有勤劳、热情、诚

实、善良的美名。本书介绍的拉萨老城是指旧西藏地方政府

时期，拉萨城区的行政机构一一雪巴列空(设在布达拉宫山脚

下)和朗仔夏(设在拉萨八廓北街)管辖地区 O 具体地理位置为北

起纳金山嘴(现纳金电站所在地)至拉萨河南岸的罗康萨村(现城

关区白定乡境内)南面以拉萨河南岸的直布村(现城关区自定乡

境内)为界，西北以恰布加嘎布日山嘴(此山位于拉萨河南岸，

直布村西面)至拉萨河北面的东嘎卓玛日山山嘴(此山位于堆龙

德庆县东嘎乡东北面)，北面以盆波果拉山(此山位于现城关区

夺底乡境内)为界。其面积为544平方公里。 1959年西藏民主改

革以后，拉萨老城由拉萨市城关区管辖。拉萨市城关区设六

个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四个城郊农业乡 O 拉萨市城关区东面与

达孜县接壤，南面与山南地区相望，西面与堆龙德庆县毗

连，北面与林周县相靠，位于东经91.06度，北纬29.3度的地

理位置上，平均海拔高度为3658米。全年平均气温7.8摄氏

度，全年降雨量为441.7毫米，年日照时间3000小时，元霜期

为130多天。拉萨城关区是拉萨市属区、县当中面积最小，人

口最多的一个县级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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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的中 I\.; 0 拉萨始建于松赞干布时代，距今已有一千

二百多年的历史，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

。

拉萨位于西藏中心地带的吉雪谷地，南边有清澈的

拉萨河水常年向西流淌曲加拉日山、西北处有甘培日山。

四周山间有天然的八大吉祥宝圈案，天际如同八大齿轮

的轮廓，一年四季日照强、空气清新，闻名于世的古城拉

萨就座落在犹如吉祥八瓣莲花的群山环绕之中，周边有

丰富历史传说和文字、记载的市属七县一区。古城中央

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大昭寺，寺内主供公元七世纪藏

王松赞干布王妃大唐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

身佛像;小召寺内有松赞干布王妃尼泊尔赤尊公主带来

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内供奉

有观世音(帕巳鲁格夏热)佛像和历代达赖喇嘛灵塔等世

界级文物。拉萨北边山脚有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大臣吞

弥·桑布扎在首创现用藏文时居住过的帕蚌卡殿等许多

古代建筑和历代文物。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民，正如传

说中说的一般，个个勤劳勇敢、心地善良、性情朴实，从远



方来到拉萨朝佛、旅游、经商的人们都能感受到拉萨人民

的热情招待和最诚实的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世

界屋脊的古城拉萨都能尽情饱览博大精深的藏民族文化

和独特的自然景观。拉萨市属各县境内历史悠久的古

寺、文物，名山名水烘托着这座人类文明萎萃的古老城

市。本着抢救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原则，我们收集

编写了城关区(老城史话)有关历史史料。在编写过程中

我们翻阅了大量的从西藏历史书籍及各种人物传记或通

过健在的老人口述和走访各行各业专家等渠道，编写出

十章城关区(老城史话)历史史料。

自 1982 年以来我们共搜集编写出了拉萨市七县一

区藏文版的县(区)史料，共八卷，此外还编写了甘丹寺和

查耶巳寺等历史资料，因语言的限制，许多读者渴望有个

汉译本问世，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老城

史话卷是一次新的起步。由于藏汉文之间文风、格式的

不同，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以及没有专职的翻译人员，

资料短缺等诸多因素，难免会出现很多差错和不尽人意

的地方，敬请各位批评指正!今后我们将陆续翻译其它

七卷及有关史料以飨广大读者口

编委会

二00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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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老城基本情况

一、域名来历

距今一千三百多年以前，拉萨城东面的直贡河流域(现今墨

竹工卡县境内)拉萨河流域(现今达孜县境内的一部分地区，拉萨

河谷地带。)直至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汇合处(现今堆龙德庆县的

部分地区和曲水县的部分地区)这片狭长的地区居住着"吉"姓氏

的人。根据拉萨河从东至西的流向，拉萨河上游地区(从直贡河

与墨竹河汇合之处至达孜县境内的噶丹寺山嘴)称为"吉堆"(藏

语音译"吉"指"吉"姓氏人"堆"为上。)拉萨河中游地区(现今达

孜县境内的噶丹寺山嘴至堆龙德庆县乃琼乡境内的摩崖大佛山)

叫作"吉旭"(藏语音译"吉"同上。"旭"意为低。)拉萨河下游地

区(现今堆龙德庆县部分地区和曲水县大部地区)称为"吉麦"(藏

语音译"吉"同上。"麦"意为下。)。古城拉萨正位于拉萨河中游

地区，因此被称为"吉旭"。当时的"吉旭"荒野一片，河流纵横，到

处长满荆棘丛林。拉萨河北面的荒野中有-小湖，被称为"沃塘

措"。公元七世纪，吐蕃赞布一松赞干布(叶蕃第三十二代国王)

从雅垄河谷(现今山南地区泽当镇附近)迁都到拉萨，在这片荒野

中筑坝修堤，整治河流，填平"沃唐措"建立大昭寺，寺中供养以至

尊佛像释迦牟尼为主的多种佛像。供养佛祖圣像的地方在藏语

中称为拉萨(在藏语中"拉"意为神佛"萨"意为地方。"拉萨"意

为佛祖圣像所在的地方。)。今天被称作城名的拉萨一词即源于

此。有些藏文历史典籍中记载藏王松赞干布前，在拉萨红山(修

筑布达拉宫的那座山称为红山)上已经有过藏王拉托托日年赞

(吐蕃二十七代藏王)的宫殿。《敦煌文献》记载，雅恰忖可(此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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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考)北面的大片土地属于森布奇国王的领地。当时万人之上的

君主都称为"拉"(意为神。)以国王居住的地方叫作神地"拉萨"

这是另一种说法。

二、形成历史

公元七世纪，叶蕃赞布松赞干布从尼婆罗迎请尺尊公主，从

中原大唐迎请文成公主。两位公主进入吐蕃的时候分别带进了

两尊佛祖释迦牟尼的塑像。藏王松赞干布决定为这两尊至尊佛

像建立佛堂，供人们朝拜。藏王请文成公主按照中原察看风水的

八卦卡算来确定寺址。文成公主认为"雪域之地犹如罗刹魔女

仰天大卧，而‘沃唐措'正如魔女心脏，红山与药王山则是魔女心

口上的胸骨。在‘沃唐措'上修建释迦牟尼佛堂，在红山、药王山

上修建国王宫殿，方能镇住一切邪恶。此外，周围的风水有这样

的利弊·….."(<西藏王臣记))正如文成公主所说，天为八幅样轮，

地为八辨莲花，东方如立佛塔(指贡布山， (电只可去')此山位于达孜
县德庆乡西南面。编者注)南方似堆珍宝(指直布村背面的敏珠

杂日山(驾可§叮震·乓)以西。编者注)西面如同云母石上端放着海
蝶、碗一样(此山指堆龙德庆县境内达隆章布岩石山(智叮也t:::'~叮) , 

位于达隆沟内)北面恰似绽开的莲花(指夺底拉山，也叫卡多岩石

山。编者注)四座圣山矗立四方，而象征八个吉样图案的山形包

围这块福地。娘热盆嘎山为宝伞形(指色拉寺西面的扎西曲林小

寺背后的山。编者注)曼冲山为金鱼形(指米穷山(可~t:::戈')西南
面的山嘴。编者注)东嘎岩山为莲花形(堆龙德庆县东嘎村西面。

编者注)直布村(到同'~'电~')背面山上的冰沟为自海螺形(指拉萨大
桥南岸的奔巴山(号叮叮氧')。编者注)尤巴山(也叮叮戈')为吉样结形
(热玛岗西南面的山。编者注)张甫岩山(目々号~.~叮)为法轮形

(堆龙德庆县达扎沟内。编者注)以上这些山上具备了八个吉样

图案形。此外，东有老虎嘎东沃玛(纳金乡境内) ，南有飞龙拉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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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有红鸟迪普东(东堆龙德庆县境内熏区)，北有黑乌龟帕崩

卡岩石(句句Z:::'f') (娘热乡境内。编者注)，这些富有吉祥形状的山

或岩石在拉萨周围的山上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除了这些吉祥

图案以外，四周山上还可以找出象征邪恶的图案形状。东面沙堆

山上有罗刹魔女露出阴部的形状(城关区白定乡东面) ，南面有蝇

群围着食物一样的山形(指热玛岗西面。编者注) ，西面熏山的岩

石上有魔鬼站岗放哨形状的山(指堆龙备庆县东嘎村西面的山

峰。编者注)，北面娘热乡与夺底乡之间山型如同大象怒上沙场

(指色捡寺东面的大象山嘴。编者注)，为了镇住这些象征邪恶的

山形地貌，特意在大昭寺二楼外墙四方立了四个石头镇魔形象，

东面是梵天，南面是大鹏鸟，西面是佛塔，北面是雄狮。

拉萨东北方向觉木斯斯山岭(哥哥当守)巍然挺立，南面的敏竹
山岭(言可引宵乓)直刺苍穹，西北方向的格培乌孜山(气吁呐伺气可
言')雄奇壮观。三座大山山连山。山脚下长满绿草，山腰上刺廉树
枝叶繁茂，树林间生长着许多绿色的茜草等药用植物，山顶是一

井褐色的岩石，座座大山层峦叠峰，如同宝石堆砌。山上是香猎、

岩羊、画周鸟、雪鸡、鹏鸪、豹子、狐狸、猿等珍禽走兽栖息的好地

方。平坦的河谷地带四面环绕着这样美丽的群山，平地中央那座

红山犹如一头横卧的大象，山顶上布达拉宫建筑雄伟壮丽。与它

并驾齐驱的药王山如同一头怒吼的狮子昂首冲天，药王山上的利

众藏医药学院建筑宛如盛开的莲花。药王山下的磨盘山恰似母

虎人穴，磨盘山上的文殊寺店和汉关帝庙交相辉映。大昭寺位于

布达拉宫东面，离大昭寺不远的北面是小昭寺，老城四面建立的

密宗事部三估主店紧紧围绕着大昭寺、小昭寺。以大昭寺为中

心，围绕古寺形成的环行街道便是老城中心街道八廓街。繁华热

闹的八廓街是老城市民和藏区农牧民烧香拜佛的圣地，同时也是

采购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业街道。老城东郊是嘎玛贡桑(吁苟

气啊叮~~')居民小区(过去是一片田野，是郊区农民居住生产的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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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近二十多年来城市扩建，嘎玛贡桑土地上出现了居民住房，

与老城连成一片)。南面有恰措林卡(~叮剖度气到"'[Il') ，西面有罗
布林卡(有气可~"'[Il') ，北面有雄卡林卡(哨叩悻'[Il') ，这些林园
中树林繁茂，鸟语花香，是拉萨老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老城

郊外麦浪滚滚的田野上，雪白的农家小院斑斑点点，俨如众星拱

月烘托老城。从拉萨北面的大象山山嘴一直向西南方向绵延的

一道高高的流沙河沙堤把北面的山洪水挡个严严实实，并把山洪

水安全地排泄到宽阔的芦苇荡中，以免老城免受山洪之灾。拉萨

城西的芦苇荡宽广平坦，生长着茂密的芦苇，水鸭和小鸟在这里

自由嬉戏。冬季里鸳鸯、黑颈鹤等珍稀鸟类光顾这里。北面的娘

热沟和夺底沟常年奔流不息的山泉水和东面从嘎模山山嘴引来

的清清河水流经城中，给老城中生活的人们提供生活用水。拉萨

河南岸的山坡上绿草丛生，那里是牛羊尽情吃草撒欢的好地方。

美丽的拉萨城夏季清凉爽快，冬季风和日丽，终年蓝天白云，阳光

普照，被人们赞美为"日光城"。城里生活的人民诚实、质朴、善

良，乐于施舍济贫。著名藏族诗人协嘎林巴曾经写过一首《忆拉

萨》的长诗，诗人在这首诗中深情地表达了对拉萨的爱恋之情，不

妨在此引一段供大家欣赏:

古城宽广的大地，

被绿色的树木装点，

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妖娩，

令人向往啊，故乡拉萨。

古城美丽的容貌，

从不被云雾遮掩，

冬暖夏凉的好地方，

怀念你呀故乡拉萨。

地上铺满八瓣莲花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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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产丰富

1.矿物、建材

章也萨老槐-*'话

山上呈现八大吉祥圈，

天空恰似法轮八幅象，

想念你呀福地拉萨。

在有些藏文历史典籍中记载，当年文成公主奉藏王松赞干布

之命，在拉萨看风水、选寺址的时候指出"卡尔巴(可乓·叮)(纳金乡

卡巴村)觉木斯斯山岭有铁矿、修巴洞穴(号叮叮平')有铜矿、热卡
扎岩石山(乓叮自叮)(色拉寺东西山)有银矿、嘉嘎山(~可~'叮写')有
金矿"0 ({西藏王臣记~)公元二十世纪初，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曾

经向国外派遣西藏贵族子弟，让他们学习西方水电、造币、探矿、

军事等技术。据说他们当中的孜仲桑卡尔·钦绕贡桑回藏后在巴

尔库山上探测出金矿。

西藏解放以后，在夺底乡境内勘探挖掘出铁矿、煤矿、腊石、

寒水石(可人藏药之矿石。译者注)天然青石板。(藏式建筑中常

用的一种防水石材。娘热乡境内勘探挖掘出制做水泥所用的原

料及阿嘎土(一种淡黄色粘土，藏式建筑中常用的地平打磨材

料。)、红土(一种红色粘土，质地好的可作泥塑塑像材料，土质差

的可作制做水泥的原料。译者注) ，直布村山上可挖掘黄白阿嘎

土。拉萨芦苇荡可出土矶(皮革和毛织物染色前用作洗涤剂和媒

染剂。)另外白色的花岗岩建筑石材资源十分丰富。

2 ，植物、药材

拉萨境内生长的蓝色绿绒蓄、红景天、贝母、虫草、党参、蒂

丁、卷丝宦苔、草拨、角苗等药材植物资源丰富。马兰草、亚大黄

叶、瞿麦、野蒜、野韭等生产、生活中常用的植物生长丰富。另外

生长多种供观赏用的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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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树木

多种杨树、柳树、柏树、松树、竹子、榆树、胡桃、蜜桃、核挑、甘

煎、苹果、关桃子、梨树、葡萄、桦树、醋柳、高山柳、栗树、刺蘑树、

小臻、苏木、剌柏、杜鹊花、苏卢、桂柳、锦鸡儿等乔木、灌木类树种

生长良好。

4. 动物

鹰、兀莺、乌鸦、红嘴乌鸦、杜鹊鸟、松鸡、雕、莺、酶鸪、鹤、黄

白野鸭、鱼鹊、斑雀、鹊董事、鹦鹉、喜鹊、鸽子、画眉鸟、燕子、蝙蝠、

麻雀、野鸡、丁丁鸟、云雀、啄木鸟等飞禽鸟类和香漳、岩璋、辫羊、

阜獗、野兔等食草动物，豹子、土豹、狼、狐狸、灌、猎猢、水獗、猫、

红熊猫等食肉动物，无尾地鼠、岩鼠、融、蛇、壁虎、沙蜻蝇、各种鱼

类等栖息在陆地和水中的动物，都在这块地方生存，并繁衍后代。

还有高寒和热带地区生活的动物孔雀、鹦鹉、老虎、野牛、野熊、

熊、野驴、大象、辫羊、猿、猴、骆驼、金鱼、龟等动物若人工饲养也

可存活。

5. 农作物

生长的主要农作物有青裸、小麦、豌豆、蚕豆、油菜、麻、土豆、

玉米等，蔬菜有内地品种萝扒本地品种萝卡、红萝卡、圆根萝卡、

甜萝卡、波菜、白菜、离笋、芹菜、青菜、花菜、西红柿、莲花白菜、

蒜、葱等。西藏解放以后，蔬菜种植更加丰富，如今南瓜、黄瓜、西

葫芦、油菜、大白菜、甜萝扒各种辣椒、洋姜等菜类引进种植外，

冬季利用温室种植蔬菜提供市场。冬小麦、冬青裸品种试种成功

并已推广。

6. 家盲

人工家养的牲畜主要有把牛、蝙牛、黄牛、马、骤、驴、山羊、绵

羊、猪、鸡、鸭等。城市近郊与农区毗邻的山沟内也有不少纯牧和

农牧结合的牧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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