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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序 (一) ．1．

序(一)

德格，藏语意为“善地”。这块广袤而美丽的土地上人杰地灵。尤以位居全国三大藏

传佛教印经院之首的德格印经院闻名于海内外，由于它收藏的书版无教派之分，规模最

大最全而被誉为藏族文化的中心。

与德格县结下不解之缘，是从1956年开始的。到1964年，我在这里整整工作、生

活了8年。其间经历了“民改一、。四反”、。平叛”及“三反”、“五反”等运动。这以后

的30年，也常常到德格调查研究，以至到前些年为德格印经院维修工程进行考察、协调

到参加竣工典礼。

在德格工作、生活的8年，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怀的阶段。在这期间，德格县委、县

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依靠广大贫苦农牧民，团结爱国爱教的民族上

层人士，积极进行了民主改革运动。德格县各族干部、群众为巩固广大藏族人民翻身解

放成为国家主人翁地位的成果，为巩固“民改”成果和尽快帮助群众恢复发展生产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少革命战友为此在我们身边倒下，把鲜血和生命献给了这片热土，

用身躯捍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
‘

这段用热血和生命书就的历史，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里，烈士英名将永载青史j

从德格解放至今，45年过去了。这里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安定，人

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各族群众在县委、县人民

政府的带领下正实施越温脱贫计划。相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德格

县的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更可喜的是，德格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特别是在保护、

发掘、发展民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对古老的藏医药的发掘发展；对德格印

经院珍藏经版的保护、补刻和整理；对印经院整个建筑进行的大规模的维修和对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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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邦寺、更庆寺、竹庆寺等寺院的修复，使德格名副其实的成了藏族文化的名城。现在，

《德格县志》即将出版，这无疑又是全县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r

‘德格县志》对该县的源流、近代史、现代史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论证，如实地记载了

德格县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情况，使人们能进一步了解德格，认识德格，为

德格县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修志工作，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德格县委、政府及修志人员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它能使我们以史为镜，促进德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钦绕

1994年11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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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盛世修志，观今鉴古．在德格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各级、各单位、各界人士

的关心、支持下，经修志工作者6年的辛勤努力。德格县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德格县志)已经编纂成书。这是德格县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全书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比较客

观、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德格的历史与现状。深信它能使我们的同志更清楚地了解、认

识我们的昨天，从而更珍惜今天，并振奋精神。奋发忘我地创造一个崭新的明天，也深

信鬈德格县志)能对我们正在从事的各项建设事业乃至于十年、百年后的繁荣德格，振

兴中华的大业发挥其。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集资政教化、存史于一体的巨大

功用。

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自然、人文和民俗文化景观星罗棋布，随处可见，沙鲁里

山脉效十座巍峨的雪峰和几十条壮丽的冰川构成巨人般雄壮伟岸的身躯。而雅砻江和金

沙江流域广袤肥美的牧场、大片良田沃土、莽莽林海恰似那巨人的衣裙和飘带。迷人的

西天瑶池新路海，藏族文化的宝库——德格吉祥聚慧院。颇具传奇色彩的林·格萨尔王

神庙。古朴庄严的八邦、更庆、竹庆、协庆、丁青等古刹名寺，则像那熠熠闪光的珠宝，

点缀在巨人的裙裾和飘带上。其景色之美，令国内外游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这里人杰地灵，千百年来，世代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用他

们惊人的智慧，超常的创造力以及辛勤的血汗谱写了灿烂辉煌、值得整个藏民族骄傲和

自豪的历史．使德格成为与西藏的拉萨、甘肃的夏河齐名，跻身于藏区三大古文化中心

之列。被誉为康巴标准藏语的德格方言，五大教派并存的藏传佛教，珍藏着整个藏文化

典籍70％以上而举世瞩目的德格印经院，以及遍布全境，与藏民族文化相融共生、．风格

独特的寺庙建筑和藏画、文学艺术等，便是德格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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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这里是藏民族史诗中盛赞的英雄林-格萨尔王的故乡，历代人材辈出，群星璀

璨。著名的政治人物索朗仁青、赞善王、汤东吉布、却吉·登巴泽仁、降央伯母、夏克

刀登以及历代高僧大德为百姓的安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民族文化的繁荣作出

了一定的贡献并有所建树。

德格人民以其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辉煌的历史，然而，在漫长的封建农

奴制时代留给广大劳动人民的却是一部苦难史。自古为川、青、藏军事政治要塞的德格，

元代以前一直被列为属羁糜范围的。化外之地”，人民长期饱受地方割据势力造成的离乱

之苦。元初，朝廷始设土司。在官府、土司头人、寺庙的多重压迫下，人民长期挣扎在

苦难的深渊之中。

历史在前进，社会要进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18集团军进藏号角的吹响，德格人

民获得了新生，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人民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伟大任务，带领全县人

民从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形态，一跃而步入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中，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发奋图强，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家

乡，使全县的公路交通、文教、卫生、影视、科技等事业从无到有，并迅速发展。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族人民以崭新的姿态投身于改革开放，勇于探索，勤于开拓，全

县经济文化和广大农牧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继续坚持走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L-，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注重

解放思想与事实求是相统一，加快推进德格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历史赋予我们共

产党人和德格人民的重要使命。为此，我们的同志，全县各族人民应团结一心奋发图强，

为早日建成一个文明富裕的新德格而努力奋斗。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编修新方志，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

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的社会效益的重大事业。因此，我们倡导广大干部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读一下《德格县志》，研究一下县情，从中领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贫穷和落后”的真理，从而受到爱祖国、爱家乡的革命传

统教育，更新观念，振奋精神，抓住时机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去。

秦刚

1993年1月28日



凡 例

凡 侈lI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

思想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

地全面记述、反映德格县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志书取事，上限起于元朝宪宗三年(1253)，下限断至1988年。文字记述中，注

重详今略古，侧重记述建国后的39年，客观地反映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三、本志以志体为主，辅以记、传、图、表等体裁。除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

外，共设25篇专志，计85章、261节。概述为全志之纲，简要记述德格县全貌及发展概

况．大事记为全志之经，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记述县内历史大事。专志设章、节、目

三档．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突出民族、地方、时代特点。人物以本籍人物、近现代人物、

正面人物为主，间以外籍人物、历史人物、反面人物。以。生不列传”为原则，以生年

为序如实记述，不加评论。附录搜进部分重要文献，以详正志之略。图、表则以形象直

观方式充实全书内容。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旧纪年加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1949年

及其以后以公元纪年。
‘

五、数据，以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结合使用各部门提供的数据。

六、序数使用，篇、章、节、目以中文数字排列。

七、本志多处使用。()一，括号内文字起补充说明或注释使用。

八、县以下行政区划名称，建国前各个历史时期区划名称按旧名书写，建国后相继

使用了公社、大队、生产队、农业社名称，1984年以后的划区名称以《德格县地名录》为

准．

九、本志所用资料均为经过核实鉴别的 案资料、史籍资料、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

各类资料均设卡归档备查，为节省篇幅，志中不再一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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