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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注德 · 东}词，马尔康觉 JjJ!人， 1950年生，参

加工作以来，先后担任乡党委副书记、书记，县团委副书

记、书记，团州委常委，县级机关党委书记和县政协秘书

长等职。 1978年毕业于'1'央|才l 校 ;1981 1，(三毕业 "[- PLf川省行

政财贸管班干部学院秘书系。 1克}J马尔康县政协秘书长。

编写了约15万字的 《 马尔康县文史资料 》 第一科(阿土历

史部分)，在四川省政协山版的 《 民风民俗》一书'1 1左右

了数衍文章。



嘲，啕--

索j见 bìiii先生(1900-1967)拄着加拿大切杖。

- lli .f 1947{1:. 



东圳b直在议>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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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索现攘先生是向领州享有较高声誉的土司之一，是少数

民族土司中一位进步人士有风云人物。

先生出生于清朝末年，经历了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

国民党军凋混战，又亲身参加了解放和建设阿坝州。

解放后，他欣然担任了四土问坝埠斯甲 i随时军政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四川藏族自治区副主席，全自人民代表大会

1-3 届代表和政协全自委员会 2-3 居委员，四川省民族

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他怀着满腔赤诚的爱国之情，珑

国忧击之必，化作踏实苦干的献身精神，积摄投入解敢和建

设问坝州的事业。也不辞辛劳、不要珉险，奔赴解放黑水、

阿坝等县的战斗前线，做了大量地工作，赢得了人民的称赞

租欢迎。

先生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紧跟历史步伐前进的一

生。他为阿坝判的解放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那个年

代，作为一名封建土司，能真心实意地为民族解放事业商奋

斗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因此9 把他载入史籍，具有一定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以传记形式，记载了先生的风雨历程和人生经历，

记载了他在失败与成功、遥撞与烦辑、失望与希望中认识到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雷"的真理F 记载了佳作为共产党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主只极参政议政，为统-战

线和民族握兴付出了应有的贡献。



先生一生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酌，为了人民做过有道的

事，也傲过一些错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点，如实地反映

他跑一生，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民族爱国人士复杂的矛盾心

理和行为过程，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是会有帮助F

也是必要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马尔康县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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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 支

藏东嘉绒历史悠久，几百年来曾产生过许多倪学家和艺

术家。但是，索泪满这样政治上出名人物还是不多见。他爱

国爱民族、安抚百姓和富强属跑出力的事迹，至今仍使人敬

仰，本书作为历史材料，将通过史料地考核和分析，力求对

索现潭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较惜当地评伤。

第一节. 什么是土司

我们将叙述索现藏土司的一生。什么是"土司"，老一

代人的思想上有较明确的概念，而现在的青年一代，或者更

下一'f-t就不可能知道，因此有必要借机简述什么是"土
司me

早在元朝，为了统治少数民族，曾设立过各种统治矶

构，奠定了明弱的翔县官司和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与基础。

确朝继元朝对边区少数民族的统?台和管理政策，从而更

如加强对边区民族地管理。它设置了"宣嚣使司、长宫宣慰

司从三品贯宣抚司、长官宣挺可从四品z 安抚司、长官安

抚司从五品，招讨司、长宫招讨司从五品，长宫司正六品。

它在嘉绒地区撞行了 U宣慰司、安抚司和长官司"的土司制

度，它标志着这个地区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琦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统治

方式。所谓"土司"， "土纱是指当地土诸之民， "司P ，

是指宫吏职位，部封建王朝以"多封众建纱地形式委托少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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