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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州志》经编纂人员呕心沥血，辛勤笔耕，几经寒暑，数易其

稿，终于在自治州建政五十周年之际，付梓问世。这是自治州政治、经

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玉树藏族自治州位居青藏高原腹地，南有巍巍唐古拉，北有莽莽昆

仑山，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及著名国际河流——湄公河

(澜沧江)均发源于此。这里高山连绵起伏，草原辽阔坦荡，湖泊星罗棋

布，江河纵横奔流，物产富饶丰盈，人民勤劳勇敢，民风古朴浓郁，民
俗奇异独特，素有江河之源、歌舞之乡、牦牛之地、名山之宗的美誉。

古刹i方庙，颇多传奇色彩；山光水色，别具妖娆风姿；文化传统，更显

灿烂迷人o

《玉树州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疑

点，多方考证，反复推敲；对现代史实，严肃客观，实事求是；上溯远

古，下书现代，真实地记录了玉树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再现了玉树藏民

族逐水草游牧、挥牧鞭拓边疆的沧桑岁月，描绘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玉树各族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尤其是它立足当代，详今

略古，以精炼的笔墨，丰富翔实的史料，展现了玉树人民团结拼搏、开

拓创新、振兴民族经济的辉煌业绩，记述了玉树山川风貌、人文景观、

风土习俗的概貌，反映了各族人民捍卫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

分裂渗透的斗争历程，总结了革命斗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

训，揭示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律，不仅为我们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提供

了丰富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还将起到“资政、教育、存史”和“补

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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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o《玉树州志》经过全体编纂人员十余载的艰辛

劳动，终于付梓出版了。这一浩繁工程的完成，是全州各族人民政治和

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玉树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巍巍唐古拉，莽莽昆仑山，南北对峙，滔

滔黄河，滚滚长江，浩浩澜沦江，发源其间，故有“江河之源，中华水

塔”之誉。历经千年的冰川，辽阔无垠的草原，奔腾不息的江河，傲然

耸立的群峰，构成了玉树在青藏高原风格独特的地理区域。世世代代繁

衍生息在这里的藏族人民，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执着追求的精神，在

同大自然的长期搏斗中，逐水草而居，挥牧鞭书史，在创造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环境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化。享誉中外的玉树歌舞，

闪亮多彩的民族服饰，丰富深厚的民间文学，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博

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又使这里成为雪域大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区域。

特别是1949年玉树和平解放以来，玉树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披

荆斩棘，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使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

大变化，呈现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

景象o

《玉树州志》的编纂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按照“前有所稽，

后有所鉴”的原则，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全面反映了玉树的山川风貌、

物产资源、历史沿革、民族宗教和民俗民风；忠实记述了解放初期处理

民族积怨、剿匪肃特、恢复生产、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艰苦历程；系统

多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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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录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

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历史进

程；充分展示了玉树各族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团结奋进，与时俱
进，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业绩；事实求是地总结了玉树经济

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可谓玉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缩影o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览往可以昭来”。我深信，这本填补玉

树志书空白的史书，一定会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多重作用，成

为认识玉树州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工具，

成为各级党政领导指导工作的参谋，成为研究玉树经济社会发展的依据，

必将为加快玉树脱贫致富奔小康发挥应有的作用。希冀《玉树州志》能

得到全州社会各界、各奈战线同志的关心厚爱，人人读志用志，个个开

卷受益，最终知我玉树，爱我玉树，兴我玉树!

中共玉树州委书记 王晓勇

二oo四年九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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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州志》经全体编修人员阅档览史，察古鉴今，殚精竭虑，精编细
修，七载笔耕方杀青，五易其稿始问世。这是自治州山川风貌、人文景观、

沧桑变迁的集锦大全，是玉树人民创造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现代文明的资

治通鉴，是服务当代、启迪来者、惠及子孙的乡土经典。它的问世，填补了

自治州亘古无志书的空白，显示了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

就，可喜可贺。借此，谨向多年案牍劳形、殚精竭虑、辛勤笔耕、精心编纂的

修志人员，悉心指导、修葺审稿的专家学者，寄予厚爱关心的各界人士表示
诚挚的感谢!

玉树幅员辽阔，山河雄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草原广袤，资源丰富，

堪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孕育了华夏古老文明的黄河、长江皆发源于自

治州境内，千百年来，为历代文人墨客所颂扬，“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

万仞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o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因黄

河之源远流长、长江之大浪淘沙而成为绝唱，黄河、长江亦因这些诗篇的讴

歌而名冠古今。特别是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

念碑矗立在波翻浪滚的通天河畔后，拉开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序

幕，为母亲河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闻名中外的文成公主庙为藏汉人

民所珍惜，至今香火鼎盛，可谓岩雕千年溢彩，公主百世流芳。放眼大江东

去，极目千里草原，牦牛如黑珍珠滚动，羊群似祥云飘逸。小块农业散处在

长江、澜沧江源流的河谷之中，峰峦夹峙，时断时续，各负苍山，叠翠吐绿。

玉树藏珍聚宝，山蕴金银铜铝，地生冬虫夏草，虫草八珍闻名国内外，走俏

东南亚，生化制品步入大城市，问鼎高科技。藏传佛教，源远流长，教派众

多，古刹典雅。地貌独特，群山巍峨千姿，冰川寒彻云霄，草原碧绿如洗，江

河纵横交错。玉树地处青、川、藏三省区交界处，曾为唐蕃古道要津，茶马

互市重镇，历来为商贾所云集，兵家所争霸。结古镇依山傍水，钟灵毓秀，

弓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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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群山环抱，扎曲河纵贯东西，巴曲河横穿南北，城市布局合理，建筑藏

汉合璧，且洋溢着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服务机构健全，商贸市场繁荣，为

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交通的枢纽。

阅尽千年沧桑史，悠悠玉树看今朝。千百年来，玉树先民繁衍生息在

昆仑山下，纵横驰骋于三江源头，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图发展。

然而，岁月悠悠，道路漫漫，西风古道依旧，仇杀迁徙不断，贫困落后如故。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才真正成为玉树的主人，玉树才真正成为人民的乐土。

自治州建政五十多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玉树各族人民和来

自五湖四海的广大建设者和衷共济，艰苦创业，玉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治州沐浴改革春风，制定社

会经济发展规划，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硕果累

累，成绩斐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谨向为自治州和平解放、平息叛乱、繁

荣发展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和已经作古的先辈们表示深切的缅怀!向所

有为自治州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曾汗洒三江源、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玉

树民族进步事业的领导、朋友及各界人士表示真诚的谢意!

新世纪，新起点，中华大地掀起西部大开发的大潮巨澜，自治州实施超

常规、跨越式发展战略，全州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精神状态投身西部大

开发、玉树大发展的滚滚洪流，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奋力拼搏，志在兴州。

喜看今日玉树，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城镇面貌日新月异，高原牧业蒸蒸日

上，小块农业错落叠翠，生态建设方兴未艾，各族人民团结和睦，三江源正

在变为绚丽的画卷。

《玉树州志》记载的是历史的沧桑，昭示的是未来的辉煌。它将作为古

今第一志而载入玉树史册，并将为我们和后代提供历史经验、掌握发展规

律、备载厚生资源、擘划建设模式、评说一方人物、激发千秋爱憎、延续文化

命脉、介绍风土文物、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已跨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如火如荼，西部开发，又

起壮举，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只要我们以史为鉴，扬长避短，与时俱进，继

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老高原精神，就一定能够

为续修玉树州志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玉树州人民政府州长 罗松达哇

二oo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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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玉树州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记事存史为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客观公正地记述玉树州人文自然、沧桑变迁的历

史和现实。

二、依据详今略古原则，除大事记、沿革尽量上溯外，其他各编上限一

般定在1951年自治州建政，下限原则断至1996年，重点记述自治州建政45

年来各项事业的发展历史。

三、全志以总述、大事记开篇，下分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人物等6编。附录殿后，作为全志的结尾。

四、全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照片、图和照片集于志首，表格附于正

文相关部分。结构为编、章、节、目四个层次。在编纂上，立足全州，总揽

六县，纵贯古今，横排门类，直书其事。

五、资料采自正史、档案、报纸、刊物、专著等有关文字资料，部分来

自实地调查，并经考证鉴别后载入，除必要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六、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或在玉树地

区有较高声望者为主，以本籍为主，非本籍人，但长期居住本地并有突出业

绩者，亦一并予以立传。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凡在世人物，确有

可记述的事迹，坚持“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章节。立传人物不分类别，均

以卒年为序排列。

七、各项主要数据均以州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为准，州统计局所缺漏者，

则采用各有关单位和部门提供的数据。

八、凡使用的政区和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采用现行标准地

名，在使用古地名时则附注今地名。对藏语和蒙古语地名，一律使用标准汉

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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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译，不另标藏、蒙文字。

九、历史纪年，采用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加括号注明朝代，

沿用明、清、中华民国等通称。志中所书“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

10月27日青海省军政委员会驻玉树特派员办公处成立并正式接管玉树地区

国民党行政督查专员公署为其前后’时限；“建政前”、‘‘建政后”，则指1951

年12月25日玉树藏族自治区成立之前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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