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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身份证”真实面貌曝光

康定又被叫做 “打箭炉”，“打箭
炉”之名最早见于明代 （《明史 》中写
为“打煎炉”）。 “打箭炉”一名缘于孔
明南征派人在此打箭之说，最早见于
清康雍年间。 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
吴廷伟《康藏纪程》中记载：“打箭炉乃
孔明打造军器之所”。 雍正十年（1805
年）王世睿在《进藏纪程》中说：“打箭
炉，旧传武侯铸军器于此，故名。 ”到乾
隆时的方志中， 开始出现郭达造箭的
传说，乾隆《雅州府志》与《打箭炉志略》
均载：“蜀汉时，诸葛武侯征孟获，遣郭
达于此造箭，因名打箭炉，至今土人犹
庙礼郭达。”并记载当时城内建有“将军
庙，在北门內协署右，祀郭达，番民敬
畏，香火甚旺”。 显然在乾隆时起，康定
城已有每年农历六月十五举行祭祀郭
达将军的全民盛会。 郭达造箭传说与
郭达崇拜已结合为一体， 成为汉藏文
化交融的一种民俗， 也成为康定特有
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笕南笕北笕城笕关笕的笕由笕来

康定东关、南门、北门是沿用的老地
名，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三关”的由来。
康定城旧有东、南、北三门（因门内设税关，
故又称“三关”）。 始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
年)，次年完工。初有以石砌成的城墙，连接
三门。 乾隆年间因受地震影响，皇帝准奏
并加以修复，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五
月竣工。 以山为障，虽无城垣，但三关巍
峨，雄踞炉城东南北之要冲，山与关相连，
使康定城别具一格。1938年筹备建省时，
为扩大康定城区，拆掉了三城关及附墙，
地名被保留了下来。

东关
东关， 为炉城通向内地之大门，

也是自川人藏的第一座关口。 旧址在
今下桥附近， 东北角与折多河相接，
东南角与跑马山紧紧相连。 城门初名
“紫气门”，取“紫气东来”之意 ；雍正
十二年，果亲王至康定，题写“天眷西
顾”横匾，意为“天子（朝廷、中央政权
关怀眷顾西陲（藏区 ）这个地方 ”，悬
挂于门楼正中。 民国初年，因兵乱曾
遭火焚，十一年(1922 年)，镇守使陈遐
龄重修东门，改名为“康定门”， 规模
略逊于前，1938 年拆毁。

南关
南关，最初叫“南纪门”（“南纪”，

指南方，取自《诗·小雅》：“滔滔江汉，
南国之纪” 句。 民间俗称为 “南极
门 ”），清末改为 “永安门 ”，是自炉城
通向折多山以西藏区的大门。 旧址位
于今州法院一带。

北关
北关 ，原名 “拱极门 ”（“拱极 ”又

作“拱辰”。 取自《论语》：“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以
此为门名 ，意为 “为政以德 ，四方归
顺”）。 旧址在今城北原州邮政局一
带，城门西接子耳坡山脚 ，东与雅拉
沟河相接。

康笕定笕锅笕庄笕的笕历笕史
康定锅庄是茶马古道文化最具特

色的载体， 反映了康定作为茶马古道
第一重镇的特殊地位和文化特色，具
有唯一性，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康定的
锅庄文化享有两大突出特点： 一是无
与伦比的诚信精神， 二是藏汉民族相
互依存、相互共生的密切关系。 对于构
建和谐社会， 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
很强的文化魅力。

锅庄， 是历史上康定城特有的一
种社会经济组织。 它早期是明正土司
所属土千户、土百户设立的听命支差、
办理纳贡事宜的派出机构。 初为 4 家，
后增为 13 家。 锅庄中也分等级，有“五
大亲信”和“四大管家”、“四小管家”之
分。 清中叶至民国时期，伴随土司势力
逐渐衰微及藏汉贸易的发展，锅庄的性
质发生变化，演变为集客店、客栈和商

业中介为一体的特殊商业机构，在沟通
内地商贩与藏区商贩的相互贸易中起
到特殊的作用，数目也剧增，形成了 48
家锅庄，极盛时曾达到七八十家。

锅庄建筑早期全为石砌碉房，到
清代中后期，为防地震和汉商贸易需
要，逐渐改为有着藏式装饰特色的汉
式木石结构的院落形成，成为康定城
区主要建筑群。 锅庄建筑风格多为一
进几院布局，建筑面积广，规模宏大。
大锅庄大门多用大型花岗石镶砌，门
洞旁柱及门顶檐为汉式木架，上盖筒
瓦，挑起爪角。 门楣以藏式木质方块
图案（藏语“白马雀果”）镶嵌，红黄蓝
色相间，别有风味。 每个锅庄均有较
宽阔的石砌围墙，院坝用鹅卵石镶嵌
或者青石板铺就， 共拴牦牛和骡马，
周围廊坊相通 ， 堆放茶包及其他货
物，并是茶包工人的操作房。 跨石门
坎进去为四合院坝，三方全是一楼一
底房屋， 楼房用红杉或砖柱立架，中
为正方，两旁厢房。 锅庄主一般住正
方，正方后通常有一小花园 ，穿过小
花园为锅庄主的经堂。 新中国成立后
锅庄多歇业，并随城市改造而逐渐消
失，现仅有锅庄遗址可寻。

锅庄是专门为藏汉之间贸易服务
的组织。 其经营方式特殊，所有来的藏
汉商人的食宿服务及驮帮的牲畜饲料
均有锅庄免费提供， 藏汉双方的交易
一律由锅庄负责介绍沟通、协商价格，
务求公平交易， 锅庄主是双方的资金

和信誉担保人， 成交后向双方收取佣
金 4%。 各路藏商进驻那家锅庄有规
定，一般不得变更。 在炉城长期互利互
信的贸易关系中， 形成了锅庄文化的
两大特点：诚信守义，藏汉相依。

典型的锅庄
瓦斯碉--包家锅庄 锅庄主原为明

正土司管理民政的首辅。早在明代就驻
于康定两河交汇处，建有大碉房，称为
“瓦斯碉”，为明正土司经管炉城的茶马
交易。民国时期，成为最大的锅庄。盛时
占地面积达 6800平方米， 房屋总面积
5790平方米。 建筑为一进 4院，有花园
两个，果园、菜园各 1 个，黑教、红教喇
嘛经堂各 1 个，转经堂 1 个，还有一座
装饰精美、雕饰彩绘的书房。据 1939年
西康省政府经济调查数据统计，藏商在
瓦斯碉的年交易金额一般为 30 万大
洋，最高时达 80万大洋。

曲里巴巴———将军桥邱家锅庄
锅庄主原为明正土司管理粮食和食
品的亲信。

甲绒色———石门坎牟家锅庄 最早的
锅庄主是明正土司外侄，来自嘉绒地区，有大
院坝1个，小院坝1个，内有经楼、花园，有客
房18间。1959年，牟家锅庄大院改作康定县
委机关宿舍。

贡觉娃———白土坎包家锅庄 锅庄
主原为明正土司掌管土地田亩的亲信。

充布措———大院坝充家锅庄 锅庄
主原为明正土司管理布匹服装的亲信。

效白托马———铁门坎汪家锅庄

锅庄主原为明正土司家臣。
多笕民笕族笕和笕睦笕相笕处
国际化的城市是有灵魂、有精神

的城市 。 一座城市国际化的最高境
界，在于文化的国际化。 康定城有 700
年的悠久历史，有魅力独特的文化形
态和享誉世界的文化影响。 不但有以
《康定情歌》为代表的“情文化”，以锅
庄为代表的“诚信文化”，以多种宗教
并容共兴为代表的“多样性文化”，更
是拥有以藏汉等多民族和睦相处的
“和谐文化”。

茶马古道第一重镇
川藏茶马古道是我国茶马古道中

历史最古老、运输量最大、整治经济影
响最大的一条干道，自明代以来，西藏
用茶的 80%以上和西康用茶的全部，
都来自四川邛崃、雅安地区，在康定交
易后，分运至藏区各地。康定是茶马古
道征收茶税的第一座茶关 （之前的碉
门、岩州等只是指定交易地点），也是
川茶入藏的第一集散地， 更是茶马古
道上因茶马互市而兴起的第一座城
镇。 所以川藏茶马互市都是以康定为
中心， 把从四川雅安的茶叶输送于西
藏、西康、青海各藏区。因此，康定在茶
马古道上，具有贸易中心、集散中心、
最大市场、最重要影响的特殊地位，堪
称茶马古道第一重镇。

藏彝民族走廊轴心
“藏彝走廊”（又称为“民族走廊”“藏

汉走廊”）是我国历史上藏、汉、彝、羌等
西部个民族迁徙、交流、融汇的通道，在
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形成中有着重要作
用。康定正处于这个“走廊”的中轴之上，
是南北往来， 东进西出的族群与文化的
交汇点、融合区、发散地。 著名学者费孝
通先生指出：“以康定为中心， 向东和向
南大体上划出一条走廊。 这条走廊中一
向存在着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 一
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 一子相连全
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
着许多还活着的历史遗留， 应当是历史
和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这一论断
精辟地说明康定是 “藏彝走廊” 的 “轴
心”。 在我国西部藏、汉、彝、羌民族历史
与文化关系中， 有着无可替代的核心地
位和重要影响。 （下转第四版）

编者按： 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 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磨而独特的过程
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肌体里。 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 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
头的非物质遗产。城市的最大的物质性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
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和身份。 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回忆一下溜溜康定
的一些“城市记忆”，看看这些记忆是否能触碰到你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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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泸宣）为不断创新形式，改进新闻
报道，提高宣传质量，泸定县广播电视台对《泸
定新闻》栏目进行了全面改版。

《泸定新闻 》 是该台主打的本地品牌栏
目，改版中该台注重规范了台标，培养和引进
了 2 名男播，实现了《泸定新闻》男女双播。 改
版后的泸定县广播电视台对节目编排进行了
优化，紧紧围绕 “改进新闻报道 ，进一步压缩
报道数量、字数、时长”的具体要求，规范了新
闻时长 ，每期 10 分钟 ，改变了以往新闻节目
时长不一致的问题。 规范了新闻字幕条，同期
声字幕、被采访人姓名等内容的模板、横条都
作了全新包装。 在新闻宣传报道中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突出重点 、创新方法 ，把镜头更多
对准基层、对准民生，力求取得新突破和新进
展，使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实际。 在节目主持方
面，由原来的女主持单人播报改为男女双播联
袂主持，优化了报道语态和形式，内容更接地
气更趋民生。 改版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受到
观众一致好评。

本报讯（董正山）2014 年，德格文化系统以
实干助力“五个德格”，文化事业全面开花，多项
工作成效显著。

文化设施建设日臻完善。 该县加大了文化
基础设施和景区景点建设的力度。 县级文化馆、
图书馆建设持续推进。 还全面推进了农村广播
电视发展，逐步恢复了农村广播网建设，共投入
22 万元完成 11 个“村村响”设备配置。 并成立
“村村通”技术服务站，完成 4350 套“村村通”设
备安装调试。 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26 个乡镇文化站 171 个农家书屋已经全部实现
开放使用。

群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全面实施全民健
身计划，促进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 开展了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工作 ， 并举办了趣
味性体育活动 （篮球 、跳绳 、斯洛克台球等比
赛 ）。 这些活动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发展 ，实现
了藏文书法 、 格萨尔说唱 、 麦宿宫廷锅庄等
“非遗” 技艺培训进校园， 累计培训学员 300
人。 全年送文化下乡 53 场次， 惠及农牧民群
众达 3.1 万余人次。

文化品牌创建不断得到加力 。 依托康巴
文化研究院 ，积极推进代表康巴文化传承与
品牌保护的 “四大项目 ”建设 ，对 《大藏经 》
雕版进行复刻 2000 余块 ， 格萨尔展览馆完
成主体建设 ，雕版印刷博物馆和数字印经院
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 。为加大文化旅游宣
传推介做了大量工作 ， 积极参加 （深圳 ）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 圣洁甘孜·走进北京和
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等活动 。充实旅游资源
项目库 ，如今 “玉隆拉措景区 ”、 “马尼干戈
文化主题酒店 ”等六大项目编制工作已经进
入实质阶段 。

文化遗产保护硕果满枝 。 加大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德格贴布脱胎藏戏面具
制作技艺已成功申报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藏文书法艺人加多 、三郎扎西 ，唐卡绘
画艺人呷绒翁都 、扎西多吉入选州级非遗文
化传承人 。

德格文化事业全面开花

康定南门永安门

邱家锅庄（1944 年孙明经摄）

康定北门市场（1929 年洛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