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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 (1840～1960年 )

王 川

(四川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 , 四川 成都 , 610066)

摘 　要 : 近代以来 , 回族、汉族、纳西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移民先后迁居昌都地区 ,

成为该地区的历史移民。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族际婚姻较之西藏其他地区多 , 这些

非藏族移民的迁入 , 将各民族文化植入昌都 , 使之成为藏彝走廊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众多

民族活动的舞台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 , 文化面貌显现复杂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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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都地区为现今西藏自治区的七大地区

(山南、那曲、日喀则、林芝、阿里及拉萨市 )

之一 , 是康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富有民族

交融、文化内涵丰富的特点。其中移民史是包括

昌都在内的整个康藏地区社会发展史上不容忽视

的重要一页。民国时期 ( 1919～1949年 ) 已有

学者关注康藏外来移民的研究。当时 , 拥有不同

学术背景的多批学者进入康藏地区进行人类学、

社会学等调查 , 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经济、文

化、宗教、民族的论文 , 其中包括关于康藏地区

外来移民问题的调查与研究。1931年 8月 , 张

六师 《西康移民问题 》一文 [ 1 ] , 对西康的移

民情况进行了介绍。1933年起 , 任乃强发表了

《西康图经》的 “境域 ”、“民俗 ”、“地文 ”诸

篇 ①, 对西康的 “汉族与其他各族 ”予以了记

述 , 其中包括移民问题等 , 该文是有关康藏地区

移民的比较详细的、全面的调查研究论文 , 对了

解民国时期康藏地区移民的情况很有参考价值。

随后 , 其他学者也开始研究康藏地区的移民等问

题 ②。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 本文对近代

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情况作一论述。

一、清代以来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

昌都地区是康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昌都在清代史籍中又被写作 “察木多 ”等 , 英

文音译一般作 Chamdo, 也有作 Chiamdo、Chab2

mdo, 法文音译为 Cham iton [ 2 ] ( P148, P189,

P282) , 均系藏语对该城称谓的音译。现今昌都

地区包括了昌都、江达、贡觉、类乌齐、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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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雅、左贡、八宿、芒康、洛隆、边坝等 11个

县。

就西藏自治区而言 , 藏族与门巴族、珞巴族

是世居民族 , 此外历史上有其他民族移居 ; 即以

拉萨而言 , 也非纯粹藏族聚居之地 , 各地移民长

期存在。20世纪上半叶数次造访拉萨的殖民主

义者贝尔 (C. Bell) 亦承认拉萨 “不纯粹是一

个西藏人的城市。这里有从西伯利亚边境和西伯

利亚本土来的蒙古人 , 从中国很多省份来的中国

人 , 来自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人 , 来自中国土耳

其斯坦 (新疆 ) 的人以及来自西藏边远地区的

西藏人。这种情况 , 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

的 ” [ 3 ] ( P242)。“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

到的 ”多民族移民旅居情况 , 在清代以来昌都

地区社会发展史上却常见。在昌都漫长的历史发

展中 , 多民族移民先后迁居 , 这些非藏族人口符

合中国移民史研究通常意义所说的 “移民 ”应

是 “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留

了一定时间的移动人口 ”的定义 [ 4 ] , 可以称

之为在昌都地区的历史移民 , 如回族、汉族、纳

西族、维吾尔族等。下分述之。

11回、纳西族移民昌都

回族移民最迟在明清之际就迁入西藏地区 ,

大多来自甘、陕、青、滇省 , 起初多为商业人

口。至 1918年共有 55户 , 定居昌都的回族也曾

建立了自己的联谊组织 , 如 “陕西回馆 ”, 并形

成了一定势力 , 甚至曾垄断了昌都城的牛羊屠宰

及零售 ; 昌都解放 (1950年 ) 时 , 定居昌都的

回族仍有 50多户 , 他们为了解放事业作出了贡

献 , 具体表现在出任 “通事 ” (翻译 )、护理受

伤士兵、磨炒青稞等 ; 此后又有一些回族的迁

入。从 1957年 1月起 , 数月之内从青、川各地

流入昌都的回族就达 40多人 , 当年甚至有昌都

回族马东海、张文福入京。回族聚居的 “大分

散、小集中 ”特点也体现在昌都 , 围绕着清真

寺的地带成为回族的居住区———色仓生、达然

通 , 即今昌都东幸福街和聚盛街东。由于回族是

一个善于流动的民族 , 这与他们善于经商有关 ,

这一特征目前仍体现于在昌都的回族社区 , 如昌

都县城关镇齐齿 (丁 ) 街平时回族流动人口在

100人左右 , 但是一到虫草收购季节 , 这个数字

就会上升到 200人 , 甚至 300多人 ①。一般认

为 , 纳西族在明代迁入昌都。此前纳西文化已传

入昌都地区 , 昌都地区的建筑、艺术均有纳西文

化的因素存在 , 如始建于公元 1164年的噶玛寺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祖寺 ) 大殿的建筑风

格 , 就是藏、纳西、汉三式合璧 ; 至今昌都盐

井、芒康等地藏、纳西族流传的 “木 (穆 ) 天

王 ”的民间故事 , 就是古代云南丽江纳西木土

司史事的民间版本 ; 至 1954年时盐井宗 (现属

芒康县 ) “摩西族人有 62户 ”②; 现今西藏惟一

的纳西民族乡就在上盐井村。

21汉族移民昌都

汉族移民在较早时间迁入昌都地区 , 较大规

模的迁入在清代中期。随着清朝多次用兵西藏及

在交通线设置台站 , 以及粮务、游击、千总、把

总等官员的设立 , 大量军队驻扎于昌都。部分官

兵退役后 , 就逐步在当地定居下来 , 并与当地藏

族通婚育有子女。时间一久 , 许多驻兵在驻地附

近开垦荒地或做些小生意 , 并逐步定居下来 , 成

为汉族移民。对此 , 民国时期昌都总管府汉文秘

书王廷选 (任芝 ) 在所撰的 《昌都历史述 》中

归纳得十分精辟 : 清代驻扎的士兵初为川、滇两

省分选 , “因川滇制兵时起冲突 ”, 驻防昌都之

兵全由四川抽调 , “每三年调换一次 , 以均劳逸

之计。后乃制兵渐有家室牵盘 , 每届调换 , 退除

名粮 , 即为土著。久之三年一换之例 , 化为乌

有。现今之昌都八十余家汉人 , 皆为前清制营之

遗种也 ”③, 现今昌都的汉族亦大多与此及与

1950年进藏的解放军十八军将士有关。

随着军人的戍守 , 陕西等地汉商亦随后迁

入 , 如文献记载当时昌都有 “汉人贸易者数十

家 ” [ 5 ]; “蜀商滇客 , 辐辏而至 ” [ 6 ]; 光绪

三十二年 (1906年 ) 驻藏大臣联豫上书 , 称昌

都系 “川、滇商旅会集之所 ”, “详查察木多、

拉里、前后藏等处汉民日渐加增 ” [ 7 ] ( P15)。

内地陆续来到昌都的汉商 , 时间一久 , 就在当地

定居下来。除了从事商业贸易之外 , 还有少数人

在当地经营农业和畜牧业。这些汉族移民的原籍

以陕西为最多 , 四川次之 , 诚如 1941年李亦人

《西康综览 》所指出的 : “‘豆腐老陕狗 , 走尽天

19

①
②
③

1997年 7月 31日 , 笔者在昌都县城关镇齐齿 [丁 ] 街调查时 , 街道主任向巴提供这一数字。
参见昌都地区档案馆所藏档案 , 《盐井宗社调材料 》, 1954年 5月 25日。
参见西藏昌都地区档案馆藏王廷选 《昌都历史述 》 (手稿 ) , 1938年 9月 5日撰述。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下有 ’, 此川、康间流行之俗谣也。今日西康汉

商陕人多于川人数倍 ” [ 8 ] ( P345 - 346)。1952

年川藏公路通车后 , 四川人逐渐成为最多 , 陕西

人次之 , 这一状况持续至今。

汉族不断迁入昌都各地戍边、经商、务农 ,

由于语言、习俗等的差异 , 初到一个异地的移民

群体与土著及内地不同省份的移民间存在较大的

隔阂 , 使得各省和各地区的移民内部需要有一种

内聚的集体组织 , 互相帮助关照 , 防止由于身居

异乡而可能受到的歧视和排斥 , 而对乡土的眷念

和共同的本土民间信仰的因素 , 使这种组织以会

馆及其相应的庙会活动出现 , 并定期召开行业庙

会 , 联络感情 [ 9 ] ( P109)。

31维吾尔族移民昌都

在迁入昌都的非藏族中 , 维吾尔族到来的时

间最晚 , 人数最少 , 影响最小 , 以致鲜为人知。

昌都解放 ( 1950年 ) 后 , 根据 “关于西藏在第

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 ”的方针 ,

中共西藏昌都分工委对当时昌都地区各项建设事

业相应进行了缩减 , 动员了部分来藏参加建设工

作的汉、回、维吾尔族工人及商人离开昌都地

区 ; 此后不久上述部分人员回流 , 以至于中共西

藏昌都分工委、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于

1958年 6月 3日联合发布了 《关于限制金沙江

以东汉、回、维吾尔等族居民流入昌都地区的规

定 》①, 上述记载说明了当时维吾尔族在昌都的

某些状况 , 至今昌都亦有维吾尔族。

二、昌都地区外来移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以昌都镇为例

11城区人口总数的变化及移民占人口的比

例

昌都城区人口总数 , 在清、民国以来的汉文

史料中均有记载。晚清傅嵩炑 《西康建省记 》

说 : “察木多险则险矣 , 而可为城邑之地 , 过于

狭隘 , 仅可容八十户 , 仍须运购粮食 ”。 [ 10 ]

( P122) 稍后的资料说昌都有 “居民六七百户 ,

大小喇嘛寺甚多。汉人居此者亦不少。设有军粮

府治理之 ” [ 11 ] ( P16) , 此处所言汉人 , 当包

括了回、纳西等数移民 , 以下所引史料大致类

如。

1930年 , 翁之藏估计昌都城有 “居民二千

余人 ”; 次年春 , 名僧法尊至昌都 , 说昌都 “为

康地交通之中枢 ”, “闻昔日昌都之繁盛 , 较打

箭炉有过无不及 ” [ 12 ] ( P12 - 13)。1939年 ,

路过昌都的汉僧邢肃芝 (法号碧松、藏名洛桑

珍珠 ) 估计 “昌都此时有居民约六百多户 , 川、

滇、陕三省的汉商 , 有许多在此地经商 ” [ 13 ]

( P114) ; 1946年 , 任乃强在论文中说 : “昌都汉

人颇多 ” [ 14 ] ( P12)。

1948年 ,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认为 “西藏

全境所有汉人之目数尚无法确实调查 ”, 但估计

在拉萨有汉人 2 000 人 , 昌都约为百人 [ 15 ]

( P30)。

1950年 , 昌都解放时城区人口为 500 户 ,

2 000余人 , 当地藏话称为 “莫堆阿加 ”———500

户。其中汉人 80 余户 , 有 “徐家十八家 ”之

谓 , 可见徐姓是昌都汉人的大姓 , 此外的姓氏还

有王、李、张、包、铁、马、彭、毕、刘、童、

蔡、程、罗 ⋯⋯等 [ 16 ] ( P47)。解放之初旅居

昌都的汉回族名流有王廷选 (任芝 )、李子芳、

蔡嘉溶、铁宝兴、王永兴、宋乍巴等人。从

1952年川藏公路通车后 , 昌都城的人口增多了

起来 , 汉族亦随之有所增加。可见 , 在本文论述

的近代时期 , 昌都地区的主要居民为世居的藏

族 , 移民以汉回族为主。

21昌都城移民的职业

早在 1846左右 , 到达昌都的法国传教士就

记载说 , 昌都生产的粮食 “远不足以使当地居

民食用 ”, “现在 , 察木多的贸易已达到了年 8

万英镑 , 主要是用鹿茸、麝香、黄金和白银来交

换丝绸、棉纺品和家庭日用品 ” [ 17 ] ( P641,

P683)。当时经营商业的汉族移民不少 , 如晚清

宣统年间 (1909～1911年 ) 昌都城中 “陕西商

铺十数 , 无货卖 , 常四乡以茶、茸、麝、猞狸、

狐皮交易 ” [ 18 ] ( P406)。

在近代昌都 , 移民从事职业除商业外主要还

有小手工业 , 包括磨面、裁缝、做牛油蜡烛、酿

醋等。据 1951年 1月中共西藏昌都分工委的

《昌都地区情况调查 》, 当时昌都各业的情况是 :

大小商店 45 家 (行商摊贩等不在

内 ) , 其中资本最大者为松松、谢娃拉之

父拉汪、李子芳、柴洛、纪索、朱古仓、

亚仓等。裁缝 20多家 , 仅有脚蹬机 2架 ,

29

①参见西藏昌都地区档案馆藏王廷选 《昌都历史述 》 (手稿 ) , 1938年 9月 5日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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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摇机 1架 , 余为手工。银匠 3家 (察雅

银匠在此落户的不算 ) , 木匠 9家 , 铁匠

4家 , 石匠 4家 , 种菜园者 7家 , 磨房 7

家 , 作蜡烛者 2家 , 烧酒的 7家 , 屠户 7

家 , 缝毛皮的 2家 , 做豆腐的 1家 , 作豆

麦面粉的 1家 , 酒馆 (即妓院 ) 30余家 ,

漆匠 1家 , 皮匠 32家 , 开鸦片馆 1家 ,

其余还有其他职业。 [ 19 ]

城郊还有汉族移民开辟的农田 , 尤其是种植

蔬菜的园圃 : 本县 “产菜蔬 , 因此汉人居多临

城附近辟地为圃 , 数十家瓜棚豆架 , 形同内地 ”

[ 20 ] ( P6)。这一园圃的位置大约是在现在是昌

都百货公司一带。

31社区组织与墓地

旅居昌都汉人、回族在 1950年前后约有数

百户 , 此前他们建立了数个 “会馆 ”, 以此作为

同乡、行业会馆或联谊组织。这些汉、回族组织

大多成立于民国七年 ( 1918年 ) “民七事件 ”

后。其中 , 影响最大的是 “孝义会 ”, 系定居昌

都的汉回移民共同建立的组织 , 当地藏话称

“孝义会 ”为 “甲西法 ”, 意为 “汉族的团体 ”

[ 21 ]。这一清代己成立的昌都驻兵组织 , 在

1918年民国七年 (1918年 ) “民七事件 ”后重

新改组 , 当时有会员 90多家 , 数百人之众。由

于有昌都强巴林寺第二大呼图克图谢瓦拉之父为

后台 , 该会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 1950年前后

该会仍有 80多家会员 , 其中回族 16户。该会设

有会长 1人 , 以有文化、有口才、德高望重者担

任 ; 副会长 1人 , 会首 6人 , 其工作是管理会内

一切事务 , 如放债、派汉民支差。当时会长为王

永兴 , 副会长为斐文秀 , 会首为毕永胜、毕永

兴、蔡相尧、胡林、王人之、徐久林等 6 人。

“孝义会 ”敬奉的神灵为比干丞相 , 每年两次游

街赛神。

此外 ,还有“三圣会 ”、“葬会 ”、“至义会 ”等

10余个组织 ,这些组织或以行业为名 (如“孙膑

会 ”,会员全为皮匠 , 1945年曾分为“大孙膑会 ”、

“小孙膑会 ”,解放之初分别有会员 13、9人 ) ,或

以地域为名 (如“陕西〔回 〕会馆 ”) ,或以年龄段

为名 (如“青年会 ”, 1947年成立 ,解放之初有会员

13人 ) ,或以性别为名 (如“妇女会 ”)。这些组织

基本以汉族为主 ,如“三圣会 ”( 1918年成立 )、

“葬会 (直属于“孝义会 ”,负责汉回移民的丧事处

理 )、“仁和会 ”(商人组织 ,解放之初有会员 9

人 )、“至义会 ”(1918年前成立 )等。

在昌都城外有回族墓园、汉人墓地。回族

“归真 ” ( “归于真主阙下 ”的简称 , 意即去世 )

后则土葬于回族墓园 , 初在昌都城北郊杂空地

方 , “文化大革命 ”时期受到一定破坏。该墓园

由昌都清真寺及回族人管理 , 至今仍在使用。汉

人死后全部皆以棺材在墓地中土葬 , 如 “民七 ”

事件后 , “昌都附近汉人之坟墓 , 尽被发掘 , 战

争之祸 , 殃及枯骨 ” [ 21 ] ( P39) ; 在昌都镇东

南面扎曲河西畔的达拉通卡 (现名聚盛街 ) 菜

地里 , 原有大小墓地两块 , 大者约 250平方米 ,

小者约 150平方米 , 墓主系民国时期昌都总管府

汉文秘书王廷选 (任芝 ) 家族 , 王家为近代入

藏的陕西汉人 , 遂婚于当地 , 王氏墓地原有几十

个墓葬 , 立有汉文墓碑 , “文化大革命 ”中被

毁。此外 , 在现今昌都地区洛隆县硕督镇南约

200米的觉贡登台地上有一片汉人墓区。墓地东

西长约 150米 , 南北宽约 80米 , 占地面积 112

万米平方米 , 现有墓葬 169座。不少坟丘及墓碑

已不复存在 , 残存有石块垒成的坟丘 , 个别墓葬

前还立有墓碑 , 墓丘后方还以石块砌成半圆形的

茔域 , 在 169座墓葬中共发现墓碑 39块 , 碑文

均为右起竖写 , 写明墓主的官职、籍贯 , 从碑文

内容看 , 死者均为清光绪宣统年间至民国三十年

间去世于当地的汉族 , 绝大部分系清末民初军人
①。

41汉回族移民的坛庙及清真寺

明清以来 , 随着中央政府官员的出入藏区 ,

尤其是康熙五十九年 ( 1720年 ) 中央政府所任

命文武官员的入驻 , 藏区各地城市逐渐建立了台

站、县衙、哨所等 , 而相关的庙宇也先后被建立

起来。如清代昌都江卡 (今芒康县 ) 南墩的

“汉人寺 ”, 昌都 “汉人建立 ”的 “普安堂 ”等

[ 23 ] , 晚清时仍存的文昌宫、观音阁、关帝庙、

城隍庙、龙王庙等 [ 24 ] ( P268, P274, P299 -

314)。清代昌都地区历史上存在的民间宗

教 ———丹达神崇拜、瓦合神崇拜 , 不仅在昌都

地区而且在川藏沿线以及拉萨、成都等地均有流

39

①此承西藏昌都地区土呷先生告 , 四川大学考古系李永宪教授称正式的科学发掘报告即将发表。在此 , 谨向两位
先生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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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 至今仍在昌都地区有一定影响。这两种崇拜

的原型为清代康熙、乾隆时代的进藏官兵 , 至今

尚存的清代碑文 《丹达山神记 》、《瓦合山神记 》

就是这两种民间崇拜的证据 [ 25 ]。

根据民国初年的记录 , 当时昌都县 “汉人

寺庙有观音阁、龙王庙、土地祠、万寿宫等 , 悉

在本城 , 有寺无僧 ” [ 26 ] ( P7) , 可见当时昌都

存在着多种汉人坛庙。观音阁又称 “观音庙 ”,

民国时期昌都有汉族血缘的妇女每年均在此修行

半个月 , 其中 7 天禁食 ; 龙王庙又称 “龙王

堂 ”, 设有庙宇之类的建筑物 , 以及设于两河相

汇处的祭坛 “宗那措 ”, 每年初夏时举行盛大的

祭祀仪式 , 之后进行泼水祈福活动 ; 土地祠又称

“土地庙 ”, 祭祀土 (地 ) 神之所 , 古称土地之

神为社神 , 后世称为土地 , 内地各县均有土地

祠 , 有的县还不止一处 , 稍发达的乡镇也设有 ,

昌都的土地祠是当地 “诸汉庙中最大最有名望

者 ”, 也是藏汉人民抽签打卦的地方 , 举行的诸

种祭祀活动也 “最为生动 ”, 这种一年一度的祭

祀活动到了 1958年才停止。此外 , 近代的昌都

城内又有川主庙 (主要供奉蜀汉的刘备、诸葛

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 )、灵官庙 (灵官即

仙官 , 灵官庙不详其所供何神及功能 )、丹达庙

(本来供奉关帝 , 后来供奉丹达神 , 故也被称为

“关帝庙 ”, 当地藏族人则认为供奉的是格萨尔 )

[ 16 ] ( P51 - 54)。

民主改革 , 前昌都县城的汉人的坛庙只保留

下来了 5座 : 川主庙、观音庙、灵官庙、土地

祠、城隍庙。此后 5座坛庙纷纷拆掉另建教育等

用途建筑 , 如 1951年在当时昌都城西北角的一

座城隍庙 (一说观音庙 ) 内建立了昌都地区第

一所小学 ———昌都小学。1997年 7～9月在昌都

调查时 , 地区文化局图嘎先生曾导笔者在昌都旧

城区中一一指明了 “城隍庙 ” (现为县公安局 )、

“关帝庙 ” (现为地区公路养护段 )、“土地庙 ”

(幸福街 60号 )、某 “汉庙 ” ( “水神庙 ”或是

“天神庙 ”, 卧龙街 19号 ) 等庙坛的旧址 , 上述

庙坛毁于 “文化大革命 ”, 至今已无一存留者。

回族将伊斯兰教传入昌都 , 并在昌都修建了

大型的清真寺 , 至今尚存。关于清真寺的始建年

代 , 或云在清康熙 41年 (1701年 ) , 比较肯定

的是咸丰年间 (1851～1861年 ) 已建立。“文化

大革命 ”期间 , 昌都清真寺遭到了破坏 , 20世

纪 90年代进行过几次维修 , 著名的伊斯兰清真

寺、甘肃临潭西道堂还派人送来了 “宏扬真教 ”

的贺匾 , 并请来阿訇马忠义主持教务 , 现任阿訇

(教长 ) 为杨纯灵 [ 28 ]。

三、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的互相影响

11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族际婚姻

较之西藏其他地区多

昌都地区的民族杂居情况 , 与西藏其他地区

相比更为普遍 , 这使得在西藏地区昌都一地的民

族杂居、族际婚姻最为普遍 , 昌都文化面貌因而

更加丰富多彩。如当地纳西族与藏、汉族的通

婚 , 结果是大部分纳西族接受了藏文化 , 一部分

纳西族接受了汉文化 , 外在表现之一便是接受了

藏文化的纳西族改宗藏传佛教 , 除服饰外与当地

藏族居民无甚差异 ; 而接受了汉文化的纳西族则

在春节贴春联、放鞭炮、互相拜年 , 平常吃炒

菜、面条等。

回族与藏、汉族通婚在昌都也不少见 , 昌都

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是回族 , 以及小部分回族人

的藏族妻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于回族男子

娶藏族女子为妻 , 婚后的藏族女子一般从原来信

仰藏传佛教改宗伊斯兰教。

昌都的汉藏通婚更为常见 , 如 1960年边坝

宗 (今属洛隆县 ) 上层头人博登顿 , 其祖父李

昌就是清末赵尔丰部下一军官 , 滞藏后与当地藏

族女子结合而有了后代。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

举 , 现今昌都属于这种情况的居民仍占一定比

例。族际婚姻对于沟通民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

他们使得昌都文化面貌更加丰富多彩。

21外来移民文化与昌都本地文化的互相影

响

昌都近代以来民族迁徙频繁 , 这些非藏族移

民的迁入 , 将非藏族文化植入昌都。

汉族迁入后对当地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如

音乐、舞蹈均有明清文化影响的痕迹 , 如舞蹈的

动作、绣有 “清 ”、“兵 ”汉字的舞衣等 ; 事实

上 , 汉族入昌都前藏汉文化的交流已在昌都产生

了影响 , 如建于吐蕃时期贡觉的通夏寺就是藏、

汉、印度三式合璧的建筑风格 ; 建于公元 1164

年的噶玛寺的大殿 , 就是藏、纳西、汉三式合璧

的建筑风格 ; 建于公元 1320年的类乌齐查杰玛

大殿的建筑风格 , 就是藏、汉、尼泊尔三式合

璧 ; 现今昌都唐卡画的三大画派之一的 “噶学

噶志 ”画派 , 是西藏唐卡画的重要流派 , 该画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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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吸收了明朝永乐年间的风景画法及作色方法 ,

深受汉文化影响 ; 汉人的组织也影响了昌都的藏

族妇女 , 昌都县城关镇的民间结拜组织 , 藏话叫

“结拜 ”, 源于汉语。这一藏族妇女的组织的功

能在于给妇女姐妹之间提供了互相帮助、互相倾

诉的场所。这种情况在全国藏区中仅有甘孜、迪

庆等少数地区可与昌都相提并论 , 而在西藏各地

区中则是绝无仅有的。回族移民的迁入 , 不仅将

回族风俗习惯带到昌都 , 而且将伊斯兰教传入昌

都 , 并成功地使少数藏民族改宗伊斯兰教。

昌都本地藏文化也对移民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汉、回移民中的一些人使用藏名 , 如昌都清真

寺现任阿訇为杨纯灵藏名洛桑。至于生活藏化的

汉回移民则更多 , 在民国邢肃芝等人的记载中随

处可见 [ 13 ] ( P127 - 128)。

由于古代以来外来移民的影响 , 使得昌都成

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共融交汇之

地 , 在民族面貌上表现为族际婚姻广泛带来的混

血性 , 使得这一区域文化面貌呈现出多元化特

征 , 多民族、多宗教、各文化和平共存的 “香

格里拉 ”式景象。

四、结 　语

法国石泰安 ( R. Stein) 在 《川、甘、青、

藏走廊古部落 》一书中论述了川、藏、滇、青、

甘交汇地带的众多古代部族 , 认为这一地区自古

以来就是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 , 民族迁徙频繁 ;

无独有偶 , 20世纪 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

“藏彝走廊”的概念 [ 29 ]。昌都地区正是藏彝

走廊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 这里是众多民族活动

的舞台 , 民族迁徙十分频繁 , 相互联系密切 , 也

是藏、彝、纳西、怒、珞巴、门巴等数十个民族

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 , 因而这里成为古

代以来民族、部落会聚之处 , 文化面貌自然复杂

多样。作为藏彝走廊的核心组成部分及 “西藏

东部交通的枢纽 ” [ 30 ] ( P118) , 昌都地区还是

所谓 “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 ”、“麝香之路 ”

的必经之地 , 种种 “道 ”、“路 ”成为条条 “纽

带 ”, 为不同民族频繁往来提供了便利通道 , 结

果不仅带来双方移民的频繁互动 , 而且丰富了昌

都地区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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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 p roduc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ea p roduc2
tion became a new and quickly develop ing industry which exerted a far - reaching socio - econom ic influence.

Tea industry in this period not only greatly p 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strengthened

its position but also quickene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form s of the so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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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 inary Study of the M igrants in Changdu

Prefecture of Tibet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s

WANG Chuan

(Research Center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modern times, some members of the Hui, the Han, the Naxi, the Uygur and

other ethnic group s had m igrated to Changdu Prefecture of Tibet of China1There was more intermarriage be2
tween these ethnic group s and the locals in Changdu than in other areas of Tibet1 These non2Tibetan m igrants

brought their own cultures to Changdu which became the core part of the Tibetan2Yi Corridor, a stage for nu2
merous ethnic group s, a bridge and center of econom 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us, Changdu reveals a di2
versity of ethnic cultures.

Key words: Changdu Prefecture; m igrant; fusion between ethnic group s; cultural exchange; Tibetan2Yi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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