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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

佛塔的种类有很多种，形态各异，从塔的建材用料结构上有：
泥塔、雕塔、土木结构塔、土石结构塔、砖石结构塔、木塔、铜塔、银
塔、玉塔、金塔，这些塔就是进入坛城的天梯，在甘孜州道孚普遍
是土石结构塔。在县城修的是“尊圣白塔”是康区第一白塔，在村
头建佛塔叫吉祥塔；在房前房后修的佛塔叫驱灾塔；还有一种佛
塔是喇嘛和活佛圆寂后，为下一世继续在该地生长而选择吉祥之
地建的佛塔叫涅塔。

康藏史话

严道（荥经）与康巴藏区
■董祖信

上古之书《尚书·禹贡》分九州，“华阳黑水为梁州”。《周礼·职
方氏》九州，蜀皆列梁州之域。《史记·五帝记》：“黄帝有二子，其一
曰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隐》云：

“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之国也。”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
阳，是为帝颛顼,后由若水入主中原。《水经》:“若水出牦牛徼外，南
至故关为若水。”《水经注》：“若水即今雅礱江”,《汉志》亦然。“今考

《水经》所云，当指雅礱江，其下流即打冲河也。《省志》：若水在西
昌县西，自冕宁流入，又东南至会理州，入金沙江。与《水经》合。
今理塘、打箭炉之间暨宁远等地，似皆高阳封地，独荥经与若水无
涉”（《荥经县志》）。“周武王伐殷，微、卢、庸、蜀、羌、牦、彭、濮并
从。其地皆在蜀境矣。秦并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蜀兼有巴、
蜀二郡及巫、黔中之地。”（《四川郡县志》）

秦惠文王二十六年（前312年），因荥经气候条件良好，矿产资
源丰富而封其同父异母弟樗里疾于严，为严君。武王二年，初置
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
秦并巴、蜀，先后设置巴、蜀、汉中三郡。郡设郡守，郡下设县，少
数民族较多的县则改称“道”，故名曰“严道”，实严县也。《汉志》严
道下云“邛崃山，邛水所出，东入青衣，有木官。”邛水即今荥经
河。《清一统志》据此谓：“严道故城，即今荥经县治”。

西夷古道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

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尚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
置郡县，愈于南夷。’”将邛（今西昌）、筰（泸定沈村）、冉（今汶川）、
駹（今茂县）归为西夷。说明西夷古道，“秦时尚通”，邛、筰、冉、駹
等还作为郡县纳入秦的版图。古道由帝都沿石牛道南下至蜀郡
成都，再往西经临邛、汉嘉、严道、筰都渡沫水（大渡河），越雅加埂
到木雅贡嘎，即牦牛徼外，再往西则至若水部族——黄帝之子昌
意的封地。昌意降居若水（雅礱江）“说明当时的若水地区有较兴
盛的氏族部落，否则谈不上为诸侯。而他的儿子高阳也不会‘生
于若水之野’了。”（任新建《论康区民族史中的几个问题》）说明远
古历史时期，梁州西部的蜀西古道，就将中原的皇帝部族和江水
部族、若水部族连在一起了，而且直到“秦时尚通”。当然，昌意到
若水途经荥经的时候，其地或只称“严”，或尚无其名。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 316 年），张仪、司马错等由石牛道伐
蜀，蜀亡。以部将张若为第一任蜀守。秦昭王七年，樗里疾死，葬
于渭南章台之东。“秦昭王三十年（前277年），蜀守张若因取筰（泸
定沈村）及（其）（楚）江南地也。（《华阳国志》）”张若攻取筰后，才
于筰都置筰都县。比起严道设县整整晚了三十五年。

茶叶飘香
解放前，荥经、雅安、名山、天全等地所产的大茶（藏茶），经人

力运到康定，通称“雅茶”或“边茶”。“茶之为饮，发乎神农。”中国
茶叶最早起于巴、蜀。荥经县由于历史悠久，气候温润，土地肥
沃，生态地理条件适合茶树生长，是我省最早人工种茶的地区之
一。朝廷诏令：雅茶输边，运往藏区，以资换马，巩固边防。《明（太
祖）实录》载：“……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
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薄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
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近
年发现于沈村的明代万历四十五年三月一日的《万历合约》载：

“切缘西域易茶，始自唐时。蛮客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
异。”说明万历四十五年以前，荥经、雅安、名山、汉源等地的边茶，
都由人力运交沈村，打箭炉及其以西的藏商用马、牦牛、土特产到
沈村来换取茶叶。汉初牦牛王“由于他需要与蜀地进行市易，便
开辟了从雅加埂逾大雪山，下磨西面到大渡河岸的一条能行牛马
的路。在泸定的咱威与沈村间，架设溜索桥成功后，沈村成了西
南最大的农牧市易中心，称为‘筰都’。汉武帝在此置沈黎郡，领
二十余县。”（《任乃强藏学文集》）

“近遭大坝雍中达结结连董布……于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
内，统通炉铁甲数千生番，沿途劫抢，沈堡倾刻成灰。”（《万历合
约》）昔日人来客往，络绎不绝，行商坐贾云集，繁华热闹的的沈
村，土司衙署、副爷官邸、头人豪宅、茶坊、酒店、药铺、官店、白马
祠、阳司庙、宁远寺、三官楼及所有铺面、民宅，全被焚毁。从此，
茶马互市的中心转移到打箭炉。雅安、荥经等地的输边雅茶及
粱、油食品等，便经沈村直接运到康定。

“荥经县年额定边引（输边茶包准运凭证）二万三千三百一十
四张。每引一张，配茶五包，重老秤二十斤，运打箭炉出售；额行
腹引（行销腹地）五十张。”（《荥经县志》）要把这么多的茶包，用人
力沿蜀西古道背到打箭炉，工程十分艰巨。因为这段被后人命名
为“茶马古道”的蜀西古道，要经邛崃西山的隆起部分，渡大渡河，
再穿越横断山，才能到达打箭炉，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地势最险，
路程最长的古道。荥经运往康巴藏区的生活物资，除茶叶外还有
菜油、大米等，仅菜油一项运销打箭炉，就达万斤以上（《荥经县
志》）。笔者曾为报刊写过《茶马古道》诗一组，兹录其一《七古.川
藏线》如下，可见一斑：

茶马古道逾千年，雅茶输边易马还。
固疆守土充国库，西夷贡赋入中原。
相岭西去秋霜冷，雅加积雪朔气寒。
背夫年年背茶苦，拐杵声声行路难。
数万茶包堆山厚，全凭人力运送完。

与二道桥有关的旧档案趣闻
■甘孜州档案局提供资料 贺先枣 整理

泥冲沟伏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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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台历

■杨全富

一九三六年一月即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在
东谷乡永西村泥冲沟牦牛河畔，依然是寒风阵
阵，茂密的森林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泥冲沟
延伸，一路向牦牛沟逶迤而去。牦牛河水里，随
处可以看见漂浮的冰块，巨大的冰块撞击到岸
边时，碎裂时发出沉闷的响声。河岸边，枯萎的
野草在寒风中东摇西摆，扬起的沙尘翻滚着，弥
漫在整个峡谷之中。从泥冲沟内流出的溪水已
被冰块严严实实的遮盖了起来，只能隐隐约约
听见流水声从冰缝中传出。一条羊肠小道紧贴
着河谷随河流的走势蜿蜒而上，在泥冲沟溪流
与牦牛河水交接的地方河道显得格外的狭窄，
河水因两岸峭壁的挤压显得狂暴起来，翻滚着
白色的泡沫。几根粗大的圆木横跨两岸便组成
了一座简易的木桥，水珠溅到桥面上，结成了一
层厚厚的冰，人走在上面要随时注意脚下以免
滑到，过往行人每次经过这里时都胆战心惊的。

在离泥冲沟二里地有一呈扇形的冲积平
原，驻扎着一只衣衫褴褛的部队。这支部队刚
开进村庄里时，当地的土著居民因长期受战乱
的影响，饱尝战争带来的苦果，扶老携幼的逃往
深山里躲避战祸。一些行动不便无人照料的老
人们只好留在家里听天由命。然而这只部队的
到来使这些老人们看到了奇特的一面，他们与
原来在这里驻扎的国民党部队完全不一样，每
个人都和蔼可亲的，还主动为这些老人们洗衣
做饭，晚上就在屋檐下宿营，对老百姓秋毫无
犯。白天这些战士到野外挖野菜的根，吃着粮
袋里的炒面，每个人的脸上透出营养不良的菜
青色。晚上在山上躲避战祸的人们因无法忍受
寒冷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到村庄里时受到了这只
队伍的热情接待，对他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渐渐的消除了人们的顾虑。原来这只部队是红
四方面军的一只先遣部队，南下失败后红四方
面军发布《康道炉战役计划》，尔后，四方面军主
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翻越夹
金山，开始西进康北，在丹巴进行休整，准备翻
越丹东峡谷进入道孚境，而后过炉霍北上抗
日。然而在丹巴县章谷镇西南方向的东谷乡牦
牛沟境内驻扎着一只国民党的部队，国民党康
定守军五十三师三一三团，他们突然向驻扎大
炮山的红军进攻，占领牦牛村，继又派刘团增
援。随时威胁着红军北上路线侧翼的安全，因
此红军决定在离开丹巴北上抗日之前歼灭这只
部队，他们将伏击地选择在泥冲沟桥头。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蓝色的天幕上还闪烁
着几点星光，在月牙即将隐去的时候，红军队伍兵分
两路，一只队伍挺进牦牛沟攻击驻守在牦牛沟的国民

党部队，另一只队伍开进了泥冲沟里隐蔽待命。清
晨，天光还没有大亮，负责诱敌的队伍向驻守在牦牛
的国民党守军发起了佯攻，枪炮声霎时间响彻两岸，
在冲锋号的引领下，红军战士如猛虎出山，向守敌发
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敌军龟缩在掩体里拼死抵
抗，激战半小时后，在通往牦牛村的山路上和简陋的
掩体里横七竖八的躺满了敌军的尸首。此时，天空中
一丝曙光慢慢的扩散开来，照亮了大地。进攻的红军
队伍佯装武器弹药不济，有计划的交替掩护顺着牦牛
河谷退却。战士们在路途中故意将枪械扔的到处都
是，四散奔逃制造败军的假象。敌军得意忘形，在高
官厚禄的引诱下疯狂的叫嚣着向前追赶。当追过泥
冲沟时，退却的红军战士返身杀回，泥冲沟里的伏兵
也一涌而出掐断了敌军的退路。由于两岸全是悬崖
峭壁，敌军被困在这一里地的峡谷里，只好作困兽犹
斗，拼死抵抗。据永西村健在的老人们回忆，早晨太
阳刚出来时便从泥冲沟方向传来爆豆似的枪声，一直
持续到下午太阳落山，枪炮声震耳欲聋，在河谷中久
久萦绕。战斗开始不久，就有大批受伤的战士从前线
源源不断的送来，部队在永西村东头的大地里搭起
简易的临时治疗所为这些受伤的战士治伤。下午
太阳落山时分，红军队伍一鼓作气将来犯之敌全
部歼灭，并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将国民党驻守牦牛
的残余部队赶过了大炮山，敌人只好退缩康定城
里，再也不敢到丹巴与红军为敌。经过这次战役，
基本肃清了红军北上侧翼的威胁。当时敌军的尸
首横七竖八的躺满了整个峡谷，鲜血染红了溪流，
第二天当地的老百姓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将这些尸
首全部埋葬在一个山洞内。据统计，此次战役共
歼敌300多人，100余人被红军俘获。如今在泥冲
沟附近，人们还能寻觅到战争留下的痕迹。在泥
冲沟前的山梁上，半山腰处有红军挖过的战壕，在
牦牛河里有村民捞取到锈迹斑驳的机枪枪管，半
山腰的一个山洞里还发现过一个坐着的骸骨，指
骨上还握着一把手枪，从残存的衣物可以依稀辨
别出这是一名国民党士兵的遗骨。在永西村里还
留下有红军的石刻标语，笔者曾经也收藏过这样
的一块石头，整个石头呈椭圆形，为河岸边捞取的
天然鹅卵石，上面刻着“中国工农红军星报”字样，
整副标语刻画细腻，字迹遒劲有力。

此次战役是红军队伍南下失败之后取得的
第一次胜利，这极大的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基本肃清了红军北上抗日侧翼的威胁。红军
在丹巴期间建立了第一个格勒得沙政府，建立
了第一支由藏族人民组建的革命队伍——藏族
独立师。深入村寨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向几千
年的封建农奴制度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由于
历史的原因，这次具有跨世纪意义的伟大战役
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但是我坚信，这次
战役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载入史册的。

以“古碉、藏寨、中国最美丽的乡村”享誉中外的丹巴，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留
驻时间最长的藏区县之一。1935年6月和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两次来到丹巴，前后留驻
时间将近一年。红军驻丹巴期间，在全县传播革命真理，先后建立了中共丹巴县委、区委
和苏维埃政权，组建了游击队、藏民独立师和各级群众组织，成功地实施了党的民族政策
和宗教政策，实践了民族自治政策。丹巴人民也积极投身革命，尽其所能，倾其所有，给
红军以难能可贵的支持，筹运粮食和物资，救护伤病员，接待过往红军，为红军当翻译、向
导，与红军一起共渡难关，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道桥温泉在康定人心
里一直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
是因为一些文人把二道桥作为
康定一道景观进行了广为宣
传，二道桥便不再仅是洗澡的
场所，此地可以休闲娱乐，此地
可以吟诗唱和，可以修身养
性。民国初年，在距温泉不远
的雅拉河上修了座桥，取名“通
天桥”，桥头的照壁上写有“小
天竺”三个字，建一楼阁取名

“望江楼”。这一切，都是把二
道桥这地方当成了不同于凡
间的好地方。

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二
道桥建设的经费，部分来自官
方，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民间的各
方面捐款。但这种说法以民间
传闻为主，找不到佐证。在旧档
案中发现了一份由道教寺观“金
玉坛”转交给“康定县梁监督”的
条子，内容是收到了数目为一百
大洋的一笔罚款，希望把这笔钱
用于二道桥建桥。这个条子对

于二道桥修建以民间捐款为主
是一个印证，连罚款都在修建二
道桥时派上了用场，其民间出
钱出力情形可见一斑。

另一份旧档案也有趣，这
是一份由一名参议员提出的
提案，内容是由于生活在康定
的人、包括公务人员在内，因
为收入少，生活困难。请求康
定县政府出面给经营二道桥
的“康裕公司”提出二道桥洗
浴不收费，经营方的亏空可以
在其它经营，如餐饮获得的利
润中解决。参议会上还通过
了这个提案，说是“原案所拟
办法尚属可行，拟送请县府转
饬康裕公司照办”。这份提案
再无下文，康裕公司是不是照
办了，不得而知，就是参议会
是不是转给了康定县政府也
不得而知。以今天的眼光看，
这份提案有滑稽、有趣的一
面，却也有关注民生而十分无
奈的一面。

当年泥冲沟伏击战地点，如今绿满山川。

当年泥冲沟伏击战地点，现在是宁静藏寨。

当年泥冲沟伏击战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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