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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和兑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的重要源泉。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民

族共有的中华文化 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几千年

来，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

力和创造力，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

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使中华文明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

盛活力 O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聚居之地，是华夏文明

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

库 O 作为甘肃省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

构成甘肃省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内容。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

把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

和实施特殊政策措施，加强少数民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组织开展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工程，加强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我省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民族文

化资源十分丰富，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在这片美丽的土地

飞hι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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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汉、藏、田、蒙古等各族人民世代生息，千百年来繁衍交

融，使甘南文化既浸润着大量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同时又具

有浓郁的藏民族文化特色 O 甘南有沧桑雄浑的历史文化，有自

然淳朴的生态文化，有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有绵延悠长的民

间文化，有别具特色的藏羌文化，有古朴原真的游牧文化，有

方兴未艾的红色文化，这些文化共同构成了神奇古老、特色鲜

明、形式多样的甘南藏民族文化。近年来，甘南藏族自治州立

足自身丰富文化资源，着眼于建设"文化甘南"大力实施

"文化撑州"战略，着力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

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民族文化艺术创作能力，积极

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藏区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了能量不断积累、潜力加速释放、后

劲日益增强的新阶段，各项事业展现出十分美好的发展前景 O

大力繁荣发展包括藏区文化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于推动甘

肃文化大省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为主线，以"两个共同"民族工作主题为核心，以建设"华

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契机，既继承、保护和弘扬好少数民族

文化，又积极推动各民族文化互相借鉴、交流交融、和谐发

展，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

支撑。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即将迎来建州 60 周年之际，编篡出版

《甘南历史文化丛书~ (以下简称《丛书~)可谓恰逢其时。

《丛书》突出政治性，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贯穿始终，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致力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

繁荣发展; {丛书》突出历史性，以甘南 60 年来建设发展的巨



系寿命

大历史变化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发展成就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了

甘南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展示了党领导下甘南文化建

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丛书》突出可读性，编篡严谨，内容丰

富，语言流畅，图文并茂，是一套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

意义的通俗读本，相信对广大读者了解甘南悠久灿烂的历史文

化和民族文化，并进而推动"三个文明建设"大有禅益。

是为序。

2013 年 6 月 30 日

(泽巴足 甘肃省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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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魏建荣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南部，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

之一。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甘、青、川三省交汇地

带，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黄金通道，也是青藏高

原社会大系的主要窗口 O 南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相连，

西南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接壤，东面和北

部与本省陇南、定西、临夏毗邻 O 全州总面积 4.5 万平方公

里，平均海拔 3000 米。如|内有藏、汉、回、土、蒙古等 24 个

民族，总人口 73.07 万人，其中藏族人口 39.59 万人，占总人

口的 54.2% 0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勤劳、勇敢、智慧的

藏族人民与汉、田、土、蒙古等兄弟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

域，缔造了统一的家园，组成了相互依存、同甘共苦、和睦相

处的民族大家庭;共同营造了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宗教和顺

的良好氛围 O

甘南是离内地最近的雪域高原，地理位置优越，在与内地

各兄弟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 O 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然风光秀丽，民族特色浓

郁，风土人情独特。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在"三河

一江" (黄河、洗河、大夏河和白龙江)流域繁衍生息，马家

~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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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辛甸文化、寺洼文化遗址遍及

州内各地。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卡楞寺位于夏河

县境内，该寺驰名中外，在历史上曾是甘、青、 )11 地区宗教、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素有"世界藏学府"之称。拉卡楞寺

是一座保存着卷秩浩繁的藏文经典、历史档案和名著典籍的藏

传佛教文化宝库，为当今世界所瞩目 O

以腊子口战役旧址、俄界会议会址、次日那毛主席旧居、

洗州苏维埃旧址为主的红色文化以及甘加八角城等二十多处古

遗址为主的革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交相辉映，特色鲜明，引

人神往O

甘南人文茎萃，在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块

神奇的土地上曾经涌现过许多民族精英。先秦时期甘南属羌人

居住区，羌人首领无忆爱剑为甘南的开发作出过开拓性的贡

献，拓跋赤辞的后代元吴建立西夏王朝，崛起于今夏河境内的

啸厮口罗建立自己的政权，还有为平息"安史之乱"立下赫赫战

功后被赐封为西平王的李晨，有随郑和数下西洋并与东南亚诸

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家侯显，以及创建拉卡楞寺的一世嘉木

样华秀·阿旺宗哲、曾任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的策墨林呼图克

图·阿旺楚臣等爱国宗教人士。

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后，全州、|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满怀激情，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

建设和发展中，使贫穷落后的甘南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O 特

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甘肃省委、

省政府的大力关怀下，历届州委、州政府立足州情，带领全州

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奋发有为，在经济社会诸多方面取得了突

出成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文化事业也得到了长足进步 O

L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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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软实力 O 甘南作为以藏族为主的民族地区，既有十分富

集的文化资源，又有多元并存的文化形态 O 甘南文化是集历史

文化、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宗教文化和生态文化

六位一体的文化体系，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O 面对日益激烈的

国际国内竞争和文化与经济、科技等加速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 紧紧抓住文化大省建

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有效平台和国家扶持藏区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政策机遇，大力实施"文化撑州"战略，加快

"文化甘南"建设，充分认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助推

作用，发挥好文化建设在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提

升公民素养、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O 要弘扬甘南

优秀民族文化，依托民族歌舞、戏剧、民俗、服饰、技艺、饮

食等原生态文化资源，充分挖掘本土民族文化特色，利用文

学、舞蹈、音乐、美术、摄影等多种表现形式，推出一批具有

甘南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品，让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

到文化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

今年是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 60 周年，州委、州政府决定

编篡出版《甘南历史文化丛书~ (以下简称《丛书~ ) ，就是为

了集中展示建1'/'1 60 年来，甘南七十多万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

党的指引下，社会经济、人文科学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和可喜变化。{丛书》涉及历史文献、宗教哲学、文化艺术、

人物传记、民族风情等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图文

并茂，文字精练，语言优美，通俗易懂，是全州各族人民智慧

的结晶 o {丛书》用藏、汉两种文字编篡，更加完整地体现了

民族文化特征和地域特色。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



胡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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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甘南、推介甘南、提升甘南知名度和外界了解甘南、支

持甘南并投身美丽幸福新甘甫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使甘

南成为充满人文关怀、人文风采和文化魅力的一方乐土。

(魏建荣 中共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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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生武仲布·次仁多杰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汇过渡地带，

各民族文化传承源远流长 O 境内黄河、洗河、大夏河、白龙江

流域蕴藏着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先民们繁衍生息的大量文化遗

存。考古发掘的大量石器类生产工具，反映出这里是中华民族

文化发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南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华夏文

明与吐蕃文化历史上曾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持续不断地汇集、

交流、碰撞、融合。作为以藏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

甘南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色彩斑斓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生

态文化、红色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形成祖国西北部、

青藏高原东部的区域特色文化核心区 O

甘南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代甘加八角城、拉卡楞

寺、俄界会议会址等 6 处，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禅定寺、郎木

寺等 22 处，有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03 处。特别是红色

文化一一-俄界会议会址、次日那毛主席旧居和腊子口战役旧

址，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成为享誉

全国的革命胜迹U 甘南还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 个，传

承人 6 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8 个，传承人 28 位;州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149 个，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18 个。特

iLf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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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地方节日有晒佛节、香浪节、采花节、插箭节、万人拔河

赛、赛马会、花儿会等 有着与全国其他藏区既相似而又不同

的独特民俗风情。

甘南的藏族史志典籍珍贵而丰富。最著名的当属《佛历

表》、《安多政教史》、《土观宗派源流》、《卓尼丹珠尔目录机

《汉藏蒙关系史概要》、《安多佛教史概述》、《五台山详志》、

《凉州四寺简志》等，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极

高，对后世传承保护和发展创新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和

引领意义。这些历史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记载和证实了甘南及其

他藏区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大量地修史撰志，进行文化创造，成为甘南藏族文化发展的显

著特点 O 各类史志和传记文学，既弥补了祖国正史的不足，又

翔实地描述了甘南地方政权演变、教派分布及其代表人物的荣

辱兴衰，真实地记录了甘南及其周边地区政治、经济、宗教、

文化、典章制度、宗教仪轨、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历史演进，具

有重要的史学、文学、文献价值。

甘南作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重要通道，藏汉文化和蒙古

族、回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结出累累硕果。正由于甘南特

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蕴藏，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发

展和繁荣作出了独有的贡献。几千年来甘南文化演进的历史与

成果，是对华夏文明的有机承传，是对中华文化的重要发展，

是连接藏汉等各民族文化的纽带和桥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

证了甘南及其他藏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

部分。

文化是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人类共同的智慧结

晶 O 文化又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的软实力，是区域综合

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和华

弘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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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明的重要发展地，多元文化渗透聚合，民族文化异彩纷

呈，充分显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强大的凝聚力 O 著名社

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慧眼独具，在考察甘南后明确指出"甘肃

有两个走廊，一个是河西走廊，一个是沿陇西至甘南的民族走

廊。"由此，甘南在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文化甘南"的前进道路上，应当注意充分挖掘好和

利用好这些特殊的文化资源，自觉主动地将甘南的文化工作融

入到甘肃省的"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之中而有所作为，

推出一批具有甘南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文化精品 O

今年正值甘南藏族自治州建州 60 周年，作为州庆献礼工

程之一， J'I'1 委、州政府决定组织力量编篡出版《甘南历史文化

丛书》。这个决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与，各

方面的学者文人踊跃奉献文化成果。经过认真严格分类筛选，

我们选定了 22 部( 23 册)汇集出版，其中藏文类 9 部 (10

册) ，汉文类 13 部，集中展示 6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甘南文化

学术事业取得的成果，借以推动全州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

化繁荣和社会稳定 O

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尤其是文化工作涉及的领域相

当广泛，存在形态也十分丰富，我们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只能

选择以纸质出版物的形式，对部分重要文化成果进行归集。省

内外甚至国内外研究甘南文化现象的学者很多，但我们这次所

选取的文化成果，原则上只能限于以州内外甘南籍的专家学者

为骨干，以甘南历史和现实文化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所取得的

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甘南藏族部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

《拉卡楞寺一一藏传佛教文化的明的、《甘南藏族部落社会文

化志》、《甘南藏族传统音乐舞蹈》、《甘南苯教历史与文化》、

《甘南藏传佛教寺院概要》、《甘南高僧大德及著述目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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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史诗一一-塔然如意宝宗} ，还有《甘南民族服饰文化》、

《甘南藏族饮食文化》、《甘南民族节日文化》系列和《藏玲羊

走过的地方》、《阳光照亮的羽翼》、《黑帐篷一一-甘南藏族民

间文学精选》等文学作品系列，以及甘南重要历史人物传记，

如《四世嘉木样传} (上、下)和《六世贡唐仓传〉等 O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文献《四世嘉木样传》中，多处展现

了四世嘉木样呼图克图自觉坚持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维

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具体做法和信念意志，意义重大，为

整个藏学界研究甘南及全国其他藏区近现代史中相关的重大问

题提供了新的珍贵史料。

甘南作为"一体多元"的区域文化高地，有着深厚的特色

文化积淀，我们借 60 年州庆之际进行阶段性梳理汇集，只是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在甘南地区全新的一个开端，尚有一些优秀

成果未能纳入，深表遗憾 O 我们在编篡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在基

础研究和文化创新方面有独到见解、具有探究意义的书稿，待

以后组织出版。高兴的是，我们看到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文化人

才正在苗壮成长，对甘南文化事业的未来充满期待。当然我们

也注意到甘南文化研究发掘和传承创新尚存在许多不足，仅从

传统文化研究的视角而言，思维梳理、基础研究、史志整理、

文献挖掘、方法研究等方面仍处于起始阶段，整体的文化研究

团队建设也亟待加强。全面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域性研究

发展基地建设，还需要依靠新的思路和智慧 O 比如要开创"世

界藏学府"一一-拉|\楞文化品牌，打造与敦煌文化相媲美的第

二张国际文化名片，尚需付出艰巨的努力 O

为了尽量高质量地完成这套丛书的编篡工作，我们力求做

到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努力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甘南文化

的发展脉络，用史实说话，用事实说话，通过华夏文明在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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