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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岩;哺育着差不

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

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

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

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

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

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

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

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

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

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

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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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才门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 E和

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连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暑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

大 il 类"每事以类梧丛，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

尽，倒明商事中，举而拮之，如若靖掌 "0 ((通典》的这一编篡

方法，为我的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

沿革费、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

费、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售卖、中外文化

交流典。每"要"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岸排列。

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罚。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

上按语系分类排列 G 中井文化交琉典十志，按中盟与 j哥边及

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

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这Jf )>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

志。m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寨关系到发握

历史鉴戒之所在，所时，编塞者不能使以词采为文、考据为

学，百应在驰骋子遗文故清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

所妇"承通史家风，西"自为经纬，成一家言 "0 (章学读《文

史通义·申郑)) )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

书为文化通志，所述吉然是文佳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

以概捂为"类"与"通"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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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

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 00; 每志中的"编""章""节丹

" ê " ，亦或各成其类。如此故事立类，层层分疏，蔬以求其绢

E 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停著者、读

者都能子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霜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子以类梧从时，复举

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草，论其古今 G 盖一事之立，无不

自几及呈，言撤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如发展的历史。弄清

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理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

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遇。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彭

态的，还是理念形态的，都非在立存在。物度的往往决定理

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贯的;西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iI

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艳天下，使制之

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

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涯斑剩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

窍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项果 F 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

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国此，描绘中华文化，于

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起梳剔理，还

它一个庐山真百目。此之谓"汇逼"。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里的盖子，引申为苦合;

魂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串此

得义。《中华文住通志》所求之道，通过作者才中华文化的领

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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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斯在。是耶非

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 1990 年。 1991 年

先后商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 1992 年组成编寨委员

会。十典主编一致清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

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 1993 年 1 月和 1994 年 2 月，全体作

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

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

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度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性

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

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

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

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跟任务，并组织了高水

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

志》得以现今E绽奉献于世人E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

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 E精神文

明建设大业增添些无彩，更茹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

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青藏高票是藏人主要约居住Iz:，那里是"世界第三极'乡，是"神圣

雪域"那里有"十万大山、十万江河"高原、多雪、多中和多水，孕育

了神秘的藏族文化。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丰富的内容介绍了藏族地

区的人文地理、物度生产、科学技术、语言文字、藏文典籍、信绅文化、

礼法棋度、职官制度、军事组织、教育制度、文学艺术、节臼民络、文化

交流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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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藏族文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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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理和人口

第一节 自然地理

藏族是中国的吉老民族。主要居住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玉树

藏族自治判、海南藏族自治州、黄离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果

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烦，甘肃省能甘南藏族自浩州、

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川、商坝藏族羌族自浩州、

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判。另外，邻近西藏的不丹、

Jè l自尔、锡金、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有一部分藏人居住。现今藏人的地

理分布，大体在中唐时期就已形成。自古以来，青藏高原是藏民族繁

街生息的地方。

在汉文典籍中，藏族这一称谓变化较多。隋时辑:宝鬓、甜昌、女

昌、苏毗等;唐时称吐蕃 F元玲称乌黯藏、 OOf自特、唐古;武等 z 晓沿袭 113

称，将马斯藏称卫藏手由明入清，便有了茜藏这一称谓，沿扉至今。有

时地域概念与族称握盾。

藏人自称为"蕃气bod) .自古而然，并将吉己居住的地域归结

为"上部间里三噩〈现间里地区〉一一卡让、古格、芒域 F 中部E藏四

翼(现前后藏〉一一伍茹(首翼〉、腰茹〈左翼〉、叶茹(右翼〉、茹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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