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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史话

■贺先枣

有史料证明，元世祖至元二年，
即早在公元 1265 年，元朝中央政权
已经在“四川檄外、碉门、鱼通、黎、
雅、长河西等地设安抚司”，由“陕西
行省管辖”。对康藏研究最为深入的
任乃强先生在他的《泸定古代建置的
考证》中写道：“至元 6 年（公元 1269
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分兵三
路。中路是他亲自率领，从阿坝草地
循大渡河谷向南。鱼通、长河西等土
司和岩州土司，率先迎降……木雅瓦
述族色巫绒土官迎降更早。元世祖
忽烈并长河西、鱼通、宁远三宣抚司
为一个宣慰司，命色巫绒土官为宣慰
司使”。

从任老先生的著述中，起码有如
下信息。一、元朝大军不仅沿大渡河
到过泸定的岚安等地，而且也到过如
今由康定管辖的营官寨、沙德、塔公
一带，到过现今由九龙县和雅江县管
辖的，当年是色巫绒土官管辖的地
方，这些地方共同的称谓就叫做“木
雅”；二、明正土司起码在这时已经受
中央政府的“领导”，最早得到的朝庭
封号是“宣慰司使”。

而到了明朝永乐五年（公元1407
年），为了支持朝庭对云南用兵，明正
土司在康定城聚集其属下于“打箭
炉”，为朝庭征滇的军队提供马匹转
运粮草等军务，这是明正土司东移康
定城的起始。骞仲康先生认为，在如
今的军分区、康定中学所在地的一大
片地方，当年是一片相对平坦宽敞的
河滩地，因此，这地方成为明正土司
手下的木雅勇士们理想训练地。因
而，此地有个地名叫做“达珍塘”（意
为射箭或打枪的坝子）。到了清朝时
期，“达珍塘”这地方真成了驻守在康
定士兵的训练地，不过，这时就有了
新的地名叫做“大较场”，如今，好多
老一些的康定人还把现在称为“南
郊”一带的地方，习惯于叫做“大较
场”。

在“达珍塘”一面的山坡向阳地，
明正土司挂出自己的旗号，设大帐视
事，发号司令。上世纪90年代末，笔
者曾询问当地一老者（现已过世），此
地为何叫做“色多”，老者回答说：“很
久以前这地方曾发现过大如石块的
黄金。”老者所说虽让让笔者起疑，但
也记住了这一说法。明正土司把大
帐设在地块坡地上，也让人猜不透原
委，难道说仅是因为向阳？

但是不管怎么样，明正土司属下
十三头人（一说是十八头人）便都到
此处报到听遣。这一处现在看来毫
不起眼的山坡地，其实在当时是一个
权力的中心。多年以后康定有了流
官的衙门，因为衙门是权力的象征，
后来人们就把明正土司曾经设帐的
地方叫做了“色多衙门”。而在实际
上没有任何属于元、明、清各代朝庭
的衙门曾设置于此。

征滇事毕，明朝庭论功行赏，正
式册封明正土司为“长河西鱼通宁远
军民宣慰司使”，明正土司也没有把
自己的权力中心再转回到折多山以
西。听从明正土司调遣的一些大小
头人，为了及时方便为明正土司效

力，也在康定建起了自己的“办事机
构”。从此，康定城成为了明正土司
驻牧之地。只是，这时的康定城并没
有城镇的模样，渐渐增多的人口沿折
多河在“色多衙门”下游不远处、如今
的“公主桥”附近聚居，慢慢形成村
落，也还没有城垣。

清朝初期（约在顺治9年，即公元
1652年左右），朝庭收缴明朝发给明
正土司印信，直到康熙5年（公元1666
年），才重新册封明正土司为“长河西
鱼通宁远宣慰司”。康熙39年（公元
1700年），发生了明正土司被喇嘛营
官第昌侧集烈杀害的事件，清政府派
遣大军平息叛乱。事件平息后，朝庭
把距打箭炉不远、大渡河流域的咱里
土千户等划归为明正土司管辖，进一
步扩大了明正土司的权力。

清雍正8年（公元1730年），清政
府在康定设置“打箭炉厅”，设置流
官，移雅州同知府驻“打箭炉厅”，隶
雅州府管辖。同时派遣驻军，此时才
开始了为康定城修筑城墙。据《雅州
府志》：“雍正8年，安设安阜和营，倚
山砌石城一百四十五丈”。《打箭炉志
略》载：“查打箭炉原设三门，东门大
卡系进省通衢，南门公出卡系赴藏大
道，北门雅拉沟系通往各苗蛮小路”，
至此康定有了城镇规模。

此前的康定，已经逐渐显现出它
在四川西部、西藏东边的经济中心、
军事要塞的地位，随着“打箭炉厅”的
设置，各族人口渐增，商贸日趋繁
荣。“打箭炉厅”的设置，进一步促进
了康定这座城镇作为四川西藏交通
枢纽，茶马互市中心，川边藏东重镇
的快速形成和发展。

康熙、乾隆以来，康定的商贸日
益繁荣，交通条件不断有所改善。为
维护西藏及川边的稳定，康定也成为
重要的军事重地。到了清朝光绪30
年（公元 1904 年），清朝政府升打箭
炉厅为直隶厅，加强对康定的控制，
以抵御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犯，以发挥
对西藏的影响。到光绪 34 年（公元
1908年），正式设立“康定府”，隶安边
康道，康定之名始于此。

公元 1912 年，四川总督尹昌衡
奉命西征，将西征司令部设在康定。
从公元 1912 年到 1934 年，是动乱的
年代，这时期内，川边地区先后改设
川边镇抚府，川边镇守使署、西康特
别行政区、川边边防指挥部等等机
构，康定就成为这些机构的府、署、行
署、指挥部所在地。1936 年 7 月，民
国政府西康省建省委员会从南京迁
康定，1939年元旦，西康省正式成立，
康定成为西康省的省会。

1950 年 11 月 24 日，西康省藏族
自治区成立，康定又成为西康省藏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所在地。1951年
1月1日，康定县人民政府成立，炉城
镇为康定县人民政府所在地。1955
年，西康省原宁属（西昌、凉山地区）
及雅属（雅安地区）并入四川省，康属
一部（昌都地区）划入西藏管辖，其余
地区也并入四川省，康定又成为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
到 2015 年 2 月 17 日，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批准，康定撤县设市，又
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打箭炉厅，
康定府、西康省会

■邓明前

复述，整体看待中央红军大渡河战役
（一）大渡河战役，不完全是13根铁索
在以往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周年

纪念活动中；还是红色旅游者听到的解
说；到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现场；
更多是引导人们关注的是泸定桥光溜溜
的13根铁索链和22位红军夺桥勇士……
红军夺桥历史细节显然被后人忽略。据
红军、川军有关史料记载：夺取泸定桥战
况是：红四团29日拂晓抵桥西岸，红军出
现在桥亭时。敌军守军，即川康边防军
第4旅第38团团长李全山两个营并有机
枪、迫击炮各1连。火器轻重机枪6挺左
右，迫击炮3门左右。连长饶杰（1979年
任云南润县政协委员，解放初参加云南
起义）回忆：饶杰见有军人站在西桥亭往
东岸张望，认为援军到了，便喊话问是那
个兄弟部队？突然枪响了，饶杰身边1人
倒下，才知道红军到了对岸，于是双方有
过短暂时间的交火。饶杰说，桥板是他
指挥士兵们一张一张拆的，很费时。28
日从桥西拆起走，拆到一半多时，天突降
大雨，拆桥者躲雨，这一躲到天黑尽，雨
都没停。想第2天继续拆。第二天红军
就到了，再拆完全暴露在红军枪口下。
剩下没拆掉的三四十米桥板只好放弃。
安顺场到泸定桥300多里沿河两岸处处是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隘道。夺桥
前，如果红军在猛虎岗、桂花坪、石门坎、
兴隆海子山闯关不畅，守桥川军心里防线
是不会动摇的；更不会见到红军攀缘铁
索，借助没拆完那段桥板加快了夺桥前进
速度，守桥川军惊吓弃阵脱逃，纵火阻挡
红军过桥。前卫部队不击溃沿途敌军，当
时即便是夺下了泸定桥，也未必就能彻
底、完全摆脱被困在深谷大山中的危险。
敌人“大渡河会战”出动飞机轰炸桥、炸红
军。只是山高，炸弹偏离目标，轰炸没有
见效。又比如5月29日红军夺取泸定桥

后5月31日化林坪，6月1日飞越岭战斗异
常激烈，也更为重要；红军只有拔掉最后
这颗钉子，才能夺取了这条“川康要道”
（古茶马古道），中央红军才算真正摆脱了
险境。如果红军攻克不了化林坪、飞越
岭，红军主力有可能折回沿大渡河而上，
过丹巴、小金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二）大渡战役，不完全是“5·29”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占领安顺

场，26日18勇士强渡大渡河，“5·29”飞夺
泸定桥，结束于1935 年6月1日，红军夺
取要隘飞越岭，才算真正离开大渡河谷
的险境。为攻克飞越岭，红军与敌军交
战异常激烈。红四团第六连牺牲30多人
（连长黄霖回忆。建国后曾任广州军区
副司令），红军大渡河战役历时8天。红
军投入战斗兵力万余人（含大树堡佯
攻），整个战役，敌人空中有飞机侦察、抛
撒传单、丢炸弹，地上有24军五六个团在
红军前方拦路堵截。还有刘湘、薛岳、杨
森二三十万追兵，但蒋介石“大渡河会
战”以失败而告终。以红军节节击败敌
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克隘关
飞越岭的胜利而结束。以红军强渡大渡
河、飞夺泸定桥战役胜利为标志，并列中
央红军长征十大战役之一。敌军败将，24
军军长刘文辉在“大渡河会战”中，其表
现不力，被蒋介石训斥“一味敷衍，实未
遵办，致使朱毛赤匪自由窜渡大渡河，未
收聚歼之敌”。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
一次，“戴罪立功”。

（三）疑团，刘文辉为什么不炸桥？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不少人的疑问。

就连中央档案馆同志2015年5月29日红
军飞夺泸定桥80周年纪念季，也问过嘉宾
周军先生。周军说，刘不炸桥，其实这是
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之间长期矛盾
所致。“大渡河会战”开始，蒋确实命令他
的别动队来炸泸定桥。刘文辉明听暗拖，
最终没执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千里
大渡河上就只有这一座桥。泸定桥连着

产自汉土茶、盐、米、绸缎、布匹、烟土贸易
通道。刘的税收和生存都要靠桥。炸桥、
毁桥就切断了他的财路，伤害了他的利
益。当时他对38团团长李全山拆去桥板，
用光溜溜桥链挡住红军心存侥幸。种种
原因，刘军长始终举棋不定。泸定桥当时
没被破坏，客观上起到红军最终没滞留在
康区，与他争地盘，争粮食、争兵源，断他
的收入，感到万幸。也不因红军滞留康
区，让老蒋有口实，有把柄，派中央军到他

“一亩三分地”防区，缩小刘的生存空间。
刘文辉当时巴不得红军赶快走，走得越快
越好，越远越好，他的防区见不到红军，也
见不到中央军，他就是安全的。

（四）红军大渡河战役创了几个之最
第一个最，人们耳熟能详，1昼夜（28

日上午11：00左右—29日早6：00）红四团
急行军 240 里。由此红军创下今中外陆
军徒步行军最快最高纪录，至今尚无后
来者打破。

第二个最，红四团 5·29 夺取泸定桥
后，红军部队开始过桥，渡过大渡河。从
那一刻起，排队过桥的红军，从桥西岸排
到320里外安顺场，甚至是汉源大树堡。
是世界上最长的行军队伍。红军受地形
限制一路队形浩浩荡荡，成了一道最壮
观，最有声势的队伍，震憾了沿河人民，
便有了“七天七夜”过红军一说。

第三个最，1935年5月29日约24时，
刘伯承、聂荣臻在泸定桥与黄开湘、杨成
武会合。在杨的陪伴下，刘、聂走上桥，
借助马灯亮光，刘仔细审视桥，摸触冰凉
铁索环，俯视桥下大渡河奔腾的急流，动
情提起一只脚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
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

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
胜利了！革命成功以后，应该在这里竖
一个碑，记下战士们的不朽功勋。”今天
泸定沙坝“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就是
刘伯承81年前最早提出立碑所致。

第四个最，红军得到一个最好消息，
1935年6月2日，军委纵队到达化林坪的
当天，毛主席收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通过李
先念向中央发来极其振奋全军的电报：
中央：

红军西路军先头部队指挥员望转呈
朱德、毛泽东、恩来诸同志：

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
功，与你们取联络。你方先头部队确取
（联）络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
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遗之指挥员同志，即
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带情况，都有利于我们消
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确是兵
心分颊把握的。

三、一切详情以后再说，特先数语，
略过大概。

国焘、昌浩、向前
二日即（1935年6月2日）

摘自《红军长征·文献》第471页。
可以想见，刚刚打通了脱离大渡河

险境的中央领导们和中央红军，在得悉
这个最振奋人心消息，何等的兴奋。恰
在大渡河战役胜利结束之时，红四方面
军这封电报，是对中央红军大渡河战役
胜利的祝贺。（全文完）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四川凯旋摩托
车俱乐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考察
队”发起者兼领队周军先生为我提供新的
线索、新发现的资料，帮助我写出本文。）

中央红军七天七夜过泸定

民俗康藏

■多加

接亲。除表现主人的热情、好客、大
方外，还要讲究气派，显富有、高档次、高
规格。以娶亲为例，举行婚礼的当天，男
方要组织数十匹马队或高档汽车接亲，披
金挂银，蔟新华丽。接亲的马队从新娘家
出发后，男方要在家或路过人家必经之地
设置吉祥物，如盛满一桶水或铺一床藏
毯、或随身衣物铺在地上，当接送新娘的
马队路过时，接亲的人要给吉祥物献哈达
和抛撒银钱、纸钱和糖果等以示新娘路遇
彩头、冲喜，表示吉祥如意。到男方家后
新娘被扶下马或扶下车，高僧大德颂吉祥
词后，围绕所放佛像或吉祥八宝图及装满
水或牛奶的铜锅顺转三圈后，踩着从大门
口铺至经堂的藏毯进屋，进入客厅之前新

娘只身先进厨房，点燃灶里准备好的柏香
红木或枝叶进行熏烟，据藏医考证熏香烟
对身心健康有益，也可表示从即日起新娘
便是男家的主妇了。

送亲 。女方送亲队伍到达男方家，
婚礼殿堂里颂吉祥词仪式。婚礼词大意：
今天晴空万里日星吉，今天大地生辉时晨
好，湖里盛开八辨莲花，天空升起五彩彩
虹。年轻人最向往的日子来临了！吉祥
美好的今天，美辰良吉的今天，万事如意
的今天，“三宝”宏扬的今天，老少团聚的
今天，幸福圆满的今天，宾客汇集的今天，
粮食丰收的今天，牛羊膘肥的今天，吉祥
太阳升起的今天，吉祥月亮撒辉的今天，
吉祥星星灿烂的今天。今天贵宾光临欢
庆，特献婚礼祝词助兴……祝新人白头到
老！祝大家吉祥如意！

藏文化小知识

采花节
南坪县博峪一带藏族传统节日。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举行，节期两
天。传说，很久以前，博峪是一个荒僻
的山沟，人们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树
叶和兽皮做衣服。一天，从远方来了
一位叫莲芝的姑娘，她美丽善良，心灵
手巧，教会了当地人们开荒种地和织
布缝衣，还采来百合花为人们治病。
有一年五月初五这天，莲芝上山采花，
被暴风卷下悬崖摔死了。人们很悲
伤，便在这一天上山采花纪念她，久而
久之，形成了采花节。

赏花节
又称看花节，流行于马尔康一

带。每年农历六月举行，时间一般 3
天-5天，有的地方长达10余天。人们
带着食品、帐篷，骑着骏马，成群结队
到野外游玩，欣赏山花。他们搭好帐
篷，熬好酥油茶，盛满青梨酒，一边吃
喝，一边赏花，一边祝福。晚上，燃起
篝火，高歌欢舞。节日期间，还要举行
摔跤、赛马等活动。也是青年男、女谈
情说爱的机会。

上九节
又称看花节，流行于宝兴县一

带。每年农历正月初九举行。是日，
人们汇集到山下，举办灯会和表演狮
舞等，尽情欢舞高歌。夜晚，举行别
具一格的男女对垒摔跤，结果常常是
男败女胜，引起轰堂大笑，将节日活
动推向高潮。

罗让扎花节
罗让扎花（巴）是黄教祖师宗喀巴

的原名，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是他圆寂之
日，所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白天请喇
嘛念经，晚上家家户户点上许多酥油
灯，摆上各种供品供佛。与此同时，各
地寺院也要举行隆重的燃灯节，燃灯供
佛。罗让扎花节盛行于青海一带。

看花节
藏族农牧民至今还保留着一年一

度的传统节日——“看花节”，藏语称为
“若木鸟”，即赏花之意。看花节每年定
于七八月间举行，那时川西北高原秋高
气爽，各类野花竞相开放。藏民们来到
草坝或林间，拉起帐篷，互相串门聊天、
游山看花。男青年往往向心上人献上
一朵鲜花，以表达对姑娘的爱慕之情；
姑娘如果将这朵花戴在自己的头上，就
表示接受了对方的爱。

藏族与花卉相关的节日有哪些？藏族婚礼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