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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前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
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
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
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
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
，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
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
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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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4)》内容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
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
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
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
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
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
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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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昌都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一、概况  二、生产力  三、生产关系  四、牧区情况  五、债务问题  六、
乌拉问题  [附记]工布四宗土地及差役负担情况的一般调查  一、工布地区的政治沿革  二、则拉宗  三、
足木宗  四、工布江达宗  五、雪卡宗  [附记]则拉宗尼池村和足木宗则普村典型调查材料  一、概况  二
、土地和差役负担  三、各阶层典型户调查  四、高利贷剥削和宗教负担  [附记]关于波密土王(甘南木第
巴)的调查资料  [附记]关于吐蕃工布摩崖碑的调查资料  一、摩崖碑地理环境及民间传说  二、摩崖碑碑
文和译文  三、摩崖碑碑文考释  [附记]江孜手工纺织业调查材料  一、织毯业调查  二、紫金村氆氇纺织
业调查  [附记]江孜康马下涅如地区调查报告  一、自然概况  二、生产资料的占有  三、乌拉差役  四、
等级和阶级、人身依附关系、社会组织及其特点、阶级斗争  五、其他一般情况  [附记]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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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历史　　1建制沿革　　昌都地区唐时为吐蕃王国的一部分，明时称“朵甘思”；清代称
“康”（或称“喀木”）；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改称川边；民国以后，本区是西康省的一部分
：1918年西藏地方政府当政，称都麦地区，设有都麦基巧；解放后，成立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属辖区之一。　　虽然在政治历史上有上述变迁，实际上本区始终是由
零星、独立的一些部落所组成．彼此间各不相属。如赵尔丰在未改流前，清廷曾在昌都设有粮台、游
击等文武官员，但其职权仅限于管理汉民驻军台站及转递谕旨奏折、解运军粮等事宜，在政治上的作
用不过是对当地头人的行动暗加监视而已，并不能加以控制。即使在达赖喇嘛权势极盛的时代，达赖
喇嘛除了他自己的部分封地外，也未能在政治上统一本区。　　清末，赵尔丰曾经对本区进行统治，
并在边缘地区厉行改土归流的政策，迨至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以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乘
机驱逐驻藏清军，策动昌都、察雅等地因改土归流而被黜废的头人、喇嘛起事，同时藏军也在1916年
配合着向东进攻。当时在本区驻守的四川边军不敌退走。自1918年昌都被攻陷起到1950年10月昌都解
放止，噶厦共统治本区32年之久。西藏地方政府统治时期，尽管采用了一系列的残酷高压手段，但仍
然没能打破本区的地方割据性。　　现将本区三个地区的政治历史情况分述于下：　　（1）昌都直
属区　　明清两代王朝对这里施用的是怀柔、羁縻政策，即只笼络当地的头人和大喇嘛，对其内政很
少干涉。　　当时各部落的酋长，多为当地的大喇嘛，诸如昌都的帕巴拉、察雅的罗登协饶、类乌齐
的济仲、庞球等。这些大喇嘛大都受过中央王朝的封号，地位很高，总揽政教大权．除对中土皇帝输
奉例贡外，如前所述，朝廷藩镇并不能节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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