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篇 战国——中华民国(公元前 316～1949)

战国、秦

公元前 316 年(周慎靓王五年、秦

惠文王九年)，秦司马错灭蜀，在岷江

东岸设湔氐道(今松潘县元坝)，是四

川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之始。

同年，秦在今宜宾地区置僰道县。

僰道是古西南夷“僰侯国”地。

前 277 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

蜀守张若伐楚，取得巫郡(今四川巫

山)和江南(主要在今湖北省境)之地，

置黔中郡，辖境包括今湘、鄂、川、黔边

少数民族地区。

“秦时，常 頞 略通五尺道”，开始

修筑石门道，经略川滇黔民族地区。

汉

公元前 192 年(汉惠帝三年)，蜀

湔氐人起事。

前 135 年(武帝建元六年)，置犍

为郡，领僰道(今宜宾)、江阳(今泸州)

等十二县。

公元前 130 年 (汉武帝元 光 五

年)，使唐蒙通夜郎，发巴蜀卒数万人

治道(五尺道，也叫石门道)。使司马

相如通邛、笮、冉駹。

武帝“通灵关道，桥孙水(安宁河)

以通邛都”。开通从雅安到西昌的越

嶲古道。

前 111 年(汉武帝元鼎六年)，且

兰杀使者及犍为太守。伐巴蜀罪人击

之，杀且兰君、邛君及笮侯，以其地置

牂 牁(今贵州)、越嶲、沈黎(今汉源、

石棉)三郡；又以冉駹地为汶山郡，白

马氐地为武都郡。

越嶲郡领县十五，在今四川民族

地区的有：邛都县(今西昌、郡治)、灵

关道(今甘洛东北)、台登县(今冕宁泸

沽)、定笮县(今盐源盐井)、会无县(今

会理城关)、笮秦县(今冕宁泸宁)、三

缝县(今米易三堆子)、苏示县(今西昌



礼州)、阑县(今甘洛海棠)、卑水县(今

宁南，一说美姑)、大笮县(今盐边)。

汶山郡领县五，绵虒县(今汶川县

绵虒镇，郡治)、湔氐道(今松潘县元

坝)、汶江县(今茂县凤仪)、广柔县(今

理县东北古城)、蚕陵县(今茂县叠

溪)。

沈黎郡领县四：牦牛县(今汉源县

九襄，郡治)、严道县(今荥经县古城

坪)、青衣县(今芦山县)、徙县(今天全

县)。

前 111 年(汉武帝元鼎六年)，邛

都县(今西昌)陷于 汙泽，因名为邛池

(今西昌邛海)，南人以为邛河。

前 94 年(汉武帝天汉四年)，并沈

黎郡入蜀郡，置西部都尉。

同年，以蜀西部置两都尉，一居牦

牛(今汉源县)主徼外，一居青衣(今芦

山县)，主汉人。

王莽时，“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以

为军侯”，在安宁河流域设置军屯，令

民垦殖。

公元 71 年(汉明帝永平十四年)，

白狼王唐菆献“白狼歌”三章。

94年(汉和帝永元六年)，“蜀郡

徼外羌内附”。

100 年(汉和帝永元十二年)，二

月，“牦牛徼外白狼、楼薄内附”。

107 年(汉安帝永初元年)，分犍

为郡南部为属国都尉。

108 年(汉安帝永初二年)，十二

月，“广汉徼外参狼羌降”，分广汉北部

为蜀国都尉。

108 年(汉安帝永初二年)，改北

部都尉为广汉属国，领县三，在今四川

的有二：刚氐道(今平武县古城)、甸氐

道(今南坪县)。

117 年(汉安帝元初四年)，十二

月，越嶲夷大牛种封离等攻杀遂久令。

122 年(汉安帝延光元年)，改蜀

郡西部都尉为蜀郡属国。汉灵帝时改

为汉嘉郡，郡治在今芦山县，领汉嘉

(今芦山)、徙(今天全)、牦牛(今汉

源)、严道(今荥经)四县。

195 年(汉献帝建安六年)，置涪

陵郡，郡治今彭水县郁山镇，领汉葭县

(今彭水县郁山镇)、涪陵县(今彭水县

汉葭镇)、丹兴县(今黔江县)等四个

县。

三国、晋、南北朝

221 年(蜀汉章武元年)，置涪陵

郡，郡治今彭水县汉葭镇，领县六，在

今四川民族地区的有五县，即涪陵县

(今彭水县汉葭镇)、汉发县(今彭水县

郁山镇)、丹兴县(今黔江县)、汉平县

(今武隆县)、汉葭县(今酉阳县龚滩)。

同年，置犍为郡，郡治在今彭山

县，领焚道(今宜宾)、南安(今乐山)等

五县。

同年，置汶山郡，郡治在今汶川县

绵虒，领县九，即绵虒县(今汶川绵

虒)、汶江县(今茂县凤仪)、氐道县(今

松潘县元坝)、平康县(今松潘县西燕



云)、白马县(今松潘县北雷打石)、蚕

陵县(今茂县叠溪)、广柔县(今理县东

北古城)、都安县(今都江堰市导江

铺)、升迁县(今黑水县芦花镇)。

同年，置汉嘉郡，郡治在今芦山

县，领县四，即阳嘉县(今芦山县)、徙

县(今天全)、严道县(今荥经)、牦牛县

(今汉源)。

同年，置越嶲郡，郡治在今西昌市

高枧，领县十二，在今凉山、攀枝花地

区的有：邛都县(今西昌高枧)、卑水县

(今宁南)、会无县(今会理)、定笮县

(今盐源)、台登县(今冕宁泸沽)、苏祈

县(今西昌礼州)、三绛县(今米易县三

堆子)、阑县(今甘洛县海棠)、马湖县

(今雷波县黄琅)、安上县(今屏山县新

市镇)、新道县(今甘洛县东北阿兹

觉)。

223 年(蜀汉建兴元年)，益州郡

耆帅雍闿附吴，使孟获联结诸夷人，越

嶲王高定响应雍闿，高定杀郡将军焦

璜，举郡称王。

225 年(蜀汉建兴三年)，三月，诸

葛亮南征，攻雍闿。七月，诸葛亮杀雍

闿、高定等，七俘孟获七释之，南中四

郡大定。

同年，诸葛亮移青羌万余家于蜀。

231 年(蜀汉建兴九年)，“汶山羌

叛”，“安南将军马忠遣张嶷讨之”。

233 年(蜀汉建兴十一年)，“越嶲

太守张嶷杀定笮豪帅⋯⋯获定笮(今

盐源)盐、铁器用”。

240 年(蜀汉延熙三年)以张嶷为

越嶲太守，越嶲夷数起杀汉官之事平。

246 年(蜀汉延熙九年)，“汶山平

康夷起事，遣姜维镇伏之”。

272 年(晋泰始八年)，汶山白马

夷“出掠诸种”。

323 年(成汉玉衡十三年)，七月，

越嶲夷斯叟攻守将李雄。

326 年(成汉玉衡十六年)，六月，

李雄破越嶲斯叟。

483 年(南齐永明元年)，茂州修

建佛寺。1921 年茂县中村寨农民在

宋代茂州城东北门外出土佛碑一块。

石碑上刻有“齐永明元年，岁字癸亥，

七月十五日，⋯⋯造无学，寿(佛)当来

弥勒成佛二世尊像。”

544 年(梁武帝大同十年)，在今

宜宾地区置戎州。改越嶲郡为嶲州，

寻为爨氏所据。

隋、唐、五代

618 年(唐高祖武德元年)，改越

西郡为嶲州(都督府)，州治在今西昌，

领县九、羁縻州十。

所领九县为：越西县(今西昌市高

枧乡)、会川县(今会理)、邛部县(今越

西县城关)、苏祈县(今西昌礼州)、台

登县(今冕宁县泸沽镇)、西泸县(今德

昌)、昆明县(今盐源县盐井)、和集县

(今会理县凤营)、昌明县(今盐边县)、

寻声县(今攀枝花市东北)、清溪关(今

甘洛县平坝窑厂)。



嶲州所属十六羁縻州为：思亮州、

杜州、初议州、孚川州、渠川州、丘卢

州、祐州、计州、米羌州、威川州、柜州、

团州、月边州、浪弥州、月乱州、龙施

州。各羁縻州治地不详于记录。

618 年(唐高祖武德元年)，置雅

州，州治在今雅安县西多营坪。领县

五，羁縻州五十七。即东嘉梁州、东石

乳州、西石乳州、雉州、中川州、钳石

州、林波州、涉邛州、汶东州、金林州、

费林州、徐渠州、会野州、强兴州、长臂

州、扬长州、林烧州、当仁州、当马州、

罗岩州(今天全县西)、椎梅州、三井

州、东锋州、名配州、钳恭州、斜恭州、

书重州、罗林州、笼羊州、作重州、祸林

州、三恭州、布岚州、欠马州、罗蓬州、

龙蓬州、敢川州、惊川州、祸眉州、木烛

州、当品州、严坡州、昌磊州、钳并州、

卑庐州、龙州、光川州、金川州、盐井

州、凉川州、论川州、让川州、远南州、

夏梁州、甫和州、橛查州，共五十七州。

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唐属雅州和黎

州，两州所领羁縻州治地，多不可考。

同年，置戎州(都督府)，州治僰道

县(今宜宾)。领县五。领羁縻州六十

四，即：连州(今筠连县西)、筠州(今筠

连县筠连镇)、扶德州(今珙县洛表

场)、播郎州(今珙县上罗场)、驯州(今

屏山县境)、骋州(今珙县境)、浪川州

(今珙县境)。其他五十七个羁縻州不

可考。

同年，置松州(都督府)，州府治在

今松潘县进安镇。领县四，羁縻州一

百多。四县是：嘉诚县，州府治(今松

潘县进安镇)、交川县(今松潘县归化

关)、平康县(今松潘县卡龙)、盐泉县

(今属地无考)。

松州所领羁縻州为：懿州、嵯州、

麟州、雅州、丛州、可州、远州、奉州、岩

州、诺州、蛾州、彭州、轨州、盍州、直

州、肆州、位州、玉州、至州、蟑州、祜

州、台州、桥州、序州、拱州、剑州、当州

(今若尔盖县境)、悉州(今黑水县色尔

古)、静州(今黑水县芦花镇)、拓州(今

黑水县三打古)、恭州(今红原县和松

潘县境)、保州(今理县上孟屯等地)、

霸州(今理县甘堡等地)、乾州(今茂县

西)、扶州(今南坪县境)、保宁都护府

(今马尔康县梭磨乡)。有的羁縻州下

还领县，县多不可考。

同年，置黔州(都督府)，州治在今

彭水县汉葭镇，领县六，即：彭水县(今

彭水县汉葭镇)、黔江县(今黔江县联

合镇)、石城县(今黔江县老鹰关)、洪

杜县(今酉阳县龚滩)、洋水县(今彭水

县西南龙洋)、信陵县(今武隆县东江

口)。

同年，置嘉州(都督府)，州治今乐

山市。领县九，其中罗目县，今峨边县

属之。

623 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嶲州王

麽沙起事。

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七月，

“以白狗羌地置维、恭二州”。



627 年(唐太宗贞观元年)置龙州

(都督府)，领县二，在今民族地区的有

江油县，今平武县南坝老街，即江油

关。

633 年(唐太宗贞观七年)，“雅州

僚起事”。

638 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吐

蕃赞普弃宗弄赞攻松州。

645 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茂

州羌起事。

648 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九月，雅州、邛州、眉州僚人苦造船之

役，群起反抗。

同年，“松州蛮起事”。

680 年(唐高宗调露二年)，“吐蕃

尽据松、茂、嶲诸州”。

701 年(唐武后大足元年)，置黎

州(都督府)，州治在今汉源县。领县

五、羁縻州五十四。五县是：汉源县，

今汉源清溪关；飞越县，今汉源县宜东

(泥头驿)；大渡县，今泸定县冷碛乡；

三交城，今汉源县西北三交；通望县，

今汉源县富林镇。

所领羁縻州为：奉上州、丛夏州、

辄荣州、剧川州、和良州、和部州、合饮

州、附树州、蓬州、东川州、博卢州、木

属州、明川州、河东州、肔 # 州、甫岚

州、蓬矢州、昌明州、大渡州、归化州、

米川州(今泸定冷碛)、象川州、上贵

州、时蓬州、滑川州、俨马州、比川州、

邛川州、吉川州、护邛州、甫萼州、脚川

州、比地州、升望州、苍荣州、上蓬州、

野川州、比蓬州、邛栋州、贵林州、久护

州、牒珍州、瑶剑州、浪弥州、明昌州、

朗廓州、护川州、上钦州、索古州、诺柞

州、柏坡州、罗岩州、牒宗州，共五十四

州，治地多不详于记录。

702 年(武后长安二年)，吐蕃扰

戎州。

759 年(唐肃宗乾元二年)，邛州、

戎州夷起事。

779 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南

诏与吐蕃连军扰蜀。

789 年(唐德宗贞元五年)，“韦皋

破吐蕃于嶲州台登谷，渐复吐蕃侵

地。”

792 年(唐德宗贞元八年)，“勿邓

首领苴梦冲潜结吐蕃，为韦皋擒杀。”

793 年(唐德宗贞元九年)，“剑南

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等八部去吐蕃来

附，处之维、保、霸三州，授诸首领官。”

829 年(唐文宗太和三年)，“十一

月，南诏入川，陷戎州。十二月，至成

都外廓，俘男女百工数万以去。”

861 年(唐懿宗咸通二年)，嶲州

为南诏所据。南诏“以乌、白二蛮实

之。”

868 年(唐懿宗咸通九年)，六月，

置定边军节度使，“以邛、眉、蜀、雅、

黎、嶲等州隶之，以制南诏。”

869 年(唐懿宗咸通十年)，今甘

孜、德格一带爆发大规模平民起义，反

抗吐蕃统治。

南诏在嶲州地区置建昌府和会川



都督府。建昌府辖二州、五城、三部。

二州为：建安州，今西昌市城关；

永宁州，今西昌市东。

五城为：建昌城，今西昌城区；三

埠城，今西昌城；台登城，今冕宁县泸

沽镇；保塞城，今冕宁城关；新安城，今

越西县青棡关。

三部为：阿都部，今布拖县特木里

乡；屈部，今德昌县德州镇南；頳 涎

部，今德昌县德州镇。

会川都督府辖三城、一部、一郡、

一县、一驿。三城为：会川城，今会理

县城关，府治；昆明城，今盐源县盐井；

松外城，今盐源盐边二县边境。

一部为如库部，今盐源县西北。

一郡为香城郡，今盐源县盐井。

一县为善巨县，今盐边县与云南

永胜县边境。

一驿为集目驿，今会理县凤营。

934 年(后蜀孟知祥明德元年)，

以雅州为永平军。置碉门、黎、雅、长

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

宋

965 年(宋乾德二年)，设茂州通

化郡，州郡治在今茂县凤仪镇。领县

一、城一、羁縻州十。县为汶山县，今

茂县凤仪镇。

城为春祺城，今理县上孟屯。

羁縻州为：珰州、直州、时州、涂

州、达州、飞州、乾州、可州、向州、居

州。

1004 年(宋景德元年)，二月，黎

雅等州地震。

1107 年 (宋大观元年)，“以涪州

(今涪陵)夷地置恭、承二州”。

1108 年(宋大观二年)，“涪、渝等

州招诱附近安化等溪洞纳土”，置轸、

溱等州。

1109 年(宋大观三年)，六月，“以

泸州夷所纳地置纯、滋二州”。

1115 年(宋政和五年)，正月，泸

州夷以地方官苛挠、联盟起事，蜀中大

震。

1116 年 (宋政和六年)，“茂州夷

附宋”。

1138 年 (宋绍兴八年)，十二月，

乌蛮虚恨种攻嘉州。

1181 年 (宋淳熙八年)，二月，黎

州土丁以不堪苛役起事。

1216 年(宋嘉定九年)，二月，西

川大地震，马湖山及黎山崩，江水不

通。

1253 年 (宋宝祐元年)，九月，蒙

古忽必烈兵分三路攻云南，十月降“么

些”(今四川盐源、云南宁蒗两县交界

处泸沽湖周围地区)。

1256 年(宋宝祐四年)，蒙古开通

滇川大路。

宋在唐黎州地区置黎州汉源郡，

郡治在今汉源县清溪关。领县一、羁

縻州五十四。

在唐茂州地区，宋置茂州通化郡

和威州维川郡。茂州通化郡治在今茂



县凤仪，领县一、城一、羁縻州十。

威州维川郡，郡治在今理县薛城；

领县二、砦一、羁縻州二。

在唐戎州地区宋置戎州南溪郡，

郡治今宜宾市，领县四、羁縻州三十。

在唐泸州地区宋置泸州泸川郡，

郡治今泸州市，领县六、羁縻州十八。

宋在唐黔州地区置黔州黔安郡，

郡治在今彭水县汉葭镇，领县二、羁縻

州四十九。

大渡河以南，大理地方政权在今

四川境内设置二府、十三部。二府是

建昌府和会川府。建昌府，府治在今

西昌市，领六部，即：落兰部，今冕宁县

泸沽；沙麻部，今雷波县瓦岗；阿都部，

今布拖县特木里；屈部，今德昌县德昌

镇南；頳涎部，今德昌县德州镇；巴翠

部，今德昌县南巴松。

会川府府治在今会理县城关。领

七部，即：如库部，今盐源县西北；绛

部，今会东县 # 鱼坝；勿邓部，今冕宁

县东南；保塞部，今冕宁县城关；两林

部，今喜德县境；丰琶部，今昭觉县境；

虚恨部，今峨边县沙坪镇；科部，今宁

南县境。

元

1271 年 (元至元八 年)，征 服吐

蕃，宣政院直接管理藏区事务。在今

阿坝地区，置松潘、岩、叠、威、茂等处

军民安抚司，流官土官并用。

1272 年(元至元九年)，置吐蕃等

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置碉门、鱼通、黎、

雅、长河西、宁远六安抚司，后改六番

招讨使隶都元帅府。又在康北、康南

和昌都地区设朵甘思宣慰司都元帅

府，于今甘孜州内设招讨司二、万户府

二，钱粮总管府四，土司制度自此确

定。

1275 年(元至元十二年)，置建昌

路，以罗罗司宣慰司总之，路治在今西

昌市。领州十、县三。

1276 年(元至元十三年)，发给罗

罗司宣慰司“屯军弓矢”，在安宁河流

域地区设置军屯垦殖。

同年，置马湖路总管府。后改置

马湖路，路治初在雷波黄琅，后移治屏

山县。领长官司六，即：

泥溪长官司，司治在今屏山县城

北；平夷长官司，司治在今屏山县新

安；蛮夷长官司，司治在今屏山县新市

镇；夷都长官司，司治在今屏山县中

都；沐川长官司，司治在今沐川县沐溪

镇；雷波长官司，司治在今雷波县城。

1279 年(元至元十六年)，置会川

路，路治在今会理，领州五，即：武安

州，今会理县城关，路州治；黎溪州，今

会理县黎溪；永昌州，今会理县油房；

会理州，今会东县大桥(江西街)；麻陇

州，今米易县麻陇。

1283 年(元至元二十年)，置绍庆

府，府治在今彭水县汉葭镇。领县二，

即彭水县(今彭水)、黔江县(今黔江)。

同年，置松潘岩叠威茂等处军民



安抚司，司治在今松潘县进安镇 。

复置松州、潘州。松州治在今松

潘县进安镇。潘州分上潘州、中潘州、

下潘州，上潘州治地在若尔盖县求吉

寺，中潘州治地在今松潘县漳腊，下潘

州治地在今南坪县班班簇。

1285 年(元至元二十二年)，置龙

州，州治在江油县雍村，省江油、青川

二县入州，无领县。元末，明玉珍建立

的大夏政权改龙州为龙州宣慰司。

同年，置戎州，戎州是“都掌蛮”

地，州治在今兴文县兴文镇。并置长

官司二，即：上罗计长官司，司治在今

珙县上罗计；下罗计长官司，司治在今

珙县老堡寨。

1286 年(元至元二十三年)，置德

昌路军民府，府治在今德昌县城关。

领州四：即昌州，今德昌县城关，州治；

德州，今德昌县阿月乡；威龙州，今德

昌县龙窝；普济州，今米易县普威。

1290 年(元至元二十七年)，置柏

兴府，隶罗罗司宣慰司。领县二，即：

闰盐县，今盐源县卫城，府治；金县，今

盐源县瓜别。

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置永

宁路(改西南番安抚司置)，路治在叙

永县马岭。领县一、州一、千户所一。

县为腾川县，今筠连县。州为筠连州，

今筠连县筠连镇。千户所为九姓罗氏

党蛮夷长官千户所，治地在今兴文县

中城镇。

1294 年(元至元三 十一年)，“黔

中苗时出攻挠”。

1298 年(元大德二年)，置碉门鱼

通长河西黎雅宁远等处宣抚司。长河

西宣抚司治所在今康定县城关，鱼通

宣抚司治所在今康定县东北麦笨，宁

远宣抚司治所在今道孚县八美，碉门

宣抚司治所在今天全县城西(黎雅宣

抚司移碉门)。

1300 年(元大德四年)，改叙州宣

慰司为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

1314 年(元延祐元年)置酉阳宣

慰司，司治在今酉阳县钟多镇。领长

官司二，即：溶江芝子平茶等处长官

司，司治在今秀山县旧司城街。佛乡

洞长官司，司治在今秀山县南梅江(梅

邑)。并置石柱军民宣抚司，治所在今

石柱县南宾镇。元初，“平九溪洞夷，

石柱宣抚司世守其土”。石耶顺德军

民府，府治在今秀山县石耶。邑梅沿

边溪洞军民府，府治在今秀山县邑梅

(梅江)。

1320 年(元延祐七年)，九月，“酉

阳蛮攻挠”。

1322 年(元至治二年)，十二月，

建昌大水，山崩。

1324 年(元泰定元年)，六月，“酉

阳等州土酋攻挠”。

1330 年(元天历三年)，四月，“罗

罗、乌蒙攻挠建昌”。

1362 年 (元至正二十二年)，五

月，明玉珍部攻龙州。

元初，改宋威州维川郡为威州，州



治在今理县薛城，领县二：通化县，今

理县通化；保宁县，今理县薛城。

明

1371 年 (明洪武四年)，置马湖

府，府治今屏山县，领县一，长官司五。

县为屏山县，今屏山县城关。五长官

司为：

泥溪长官司，今屏山县城北。

平夷长官司，今屏山县西新安。

蛮夷长官司，今屏山县新市镇。

沐川长官司，今沐川县沐川镇。

雷波长官司，今雷波县城关。

1372 年(明洪武五年)，二月，置

茶马司于松州叠溪城，以川茶易西番

马送京师。

同年，置酉阳宣慰司，司治在今酉

阳县城关。

同年，八月，“五溪蛮反”。

1373 年(明洪武六年)，置建昌卫

指挥使司，以月鲁帖木儿为指挥使。

1373 年(明洪武六年)改九姓千

户所为九姓长官司，司治在今兴文县

中城镇。

同年，改天全招讨司为天全六番

招讨司。

1374 年(明洪武七年)，置汶山长

官司，治地在今茂县东北。

同年，置静州长官司，治地在今茂

县静州。

同年，置陇木头长官司，治地在今

茂县龙木头。

同年，置岳希蓬长官司，治地在今

茂县岳希乡。

同年，置汶川长官司，治地在今汶

川绵虒。

同年，置阳地隘口长官司，今平武

县北木座藏族乡。

同时期，置寒水关巡检司，治地在

今汶川县彻底关。

公元 1375 年(明洪武八年)，改永

宁长官司为永宁宣慰司，司治在今叙

永县叙永镇。

公元 1375 年(明洪武八年)改石

耶军民府为石耶洞长官司，治地今秀

山县石耶。

同年，改邑梅军民府为邑梅长官

司，司治在今秀山县梅江。

同年，置溶溪芝麻子坪长官司，治

所在今秀山县溶溪。

同年，置麻免洞长官司，治地在今

秀山县西南。

同年，置平茶洞长官司，治地在今

秀山县美沙(司城街)。为了加强对土

司的控制，明王朝又在今秀山吏目场

设吏员一名收税，名叫“吏目”，在县地

实行“土流并治”方针。

同年，升石柱安抚司为石柱宣慰

司，司治在今石柱县南宾镇。

1376 年(明洪武九年)，置黎州守

御千户所，治地在今汉源县清溪关。

同年，置大渡河守御千户所，治地

在今汉源县富林镇。

1377 年(明洪武十年)，十一月，



四川威茂土司董贴里起事。

1378 年(明洪武十一年)，二月，

“汶川土司阻道，破之，茂州土司降

附”。

同年，置叠溪守御军民千户所，治

地在茂县叠溪。

1379 年(明洪武十二年)，正月，

“松潘蛮起事，于其地置卫”。

1381 年(明洪武十四年)，五月，

“五溪蛮起事。”

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置白马

路簇长官司，治地在今平武县白马藏

族乡。

同年，置阿昔洞簇长官司，治地在

今若尔盖县阿西乡。

同年，置北定簇长官司，治地在今

松潘县北定关。

同年，置麦匝簇长官司，治地在今

黑水县麦札乡。

同年，置牟力结簇长官司，治地在

今松潘县石咀。

同年，置包藏先结簇长官司、勒都

簇长官司、者多簇长官司、占藏簇长官

司、蜡匝簇长官司、山洞簇长官司，隶

松潘卫，治地不详。

同年，置祈命簇长官司，今松潘县

祈命。

1388 年(明洪武二十一年)，四

月，元降将、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

结西番叛明，遣将讨之。七月，月鲁帖

木儿败走柏兴州(今盐源)。十一月，

月鲁帖木儿被擒，死。

在平定月鲁帖木儿时，明总兵凉

国公兰玉在打冲河架桥。

同年，明廷赐纷德格杂甘司敕书。

敕书原件为 1987 年 6 月德格县档案

局在清理八邦乡旧档案中发现。

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置建

昌卫军民指挥使司，领州五、县二、千

户所四、长官司三。州为：建安州，司

治，在今西昌市；永宁州，今西昌市东

街；里州，今布拖特木里；阔州，今宁南

华弹；隆州，今会理云甸。

县为：碧舍县，今昭觉南坪；泸沽

县，今冕宁泸沽。并置凉山夷部，今昭

觉新城。

千户所为：守御州后千户所，今西

昌礼州；守御州中千户所，今西昌礼

州；守御打冲河千户所，今西昌县打

罗；守御德昌千户所，今德昌县阿月

乡。

长官司为：昌州长官司，今德昌县

德州镇；威龙州长官司，今德昌县大山

乡；普济州长官司，今米易县普济。

同年，置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治

所在今冕宁县城关。领千户所一，即

守御冕山桥后千户所，今喜德县冕山

乡。

同年，置越嶲卫军民指挥使司，卫

治在今越西县城。领千户所一、长官

司一。千户所为：镇西后千户所，今甘

洛县镇西。长官司为：邛部长官司，治

所在今越西县城关。

同年，置会川卫军指挥使司，卫治



在今会理县城关。领府一、州六、千户

所一，府为会川府，卫治，今会理县城

关。州为：武安州，州治在今会理县城

关；永昌州，今会理县太平乡；黎溪州，

今会理黎溪；姜州，今会东县姜州；会

理州，今会东县大桥乡；麻陇州，今米

易县麻陇。千户所为守御迷易千户

所，今米易县城关。

1393 年(明洪武二十六年)，置盐

井卫军民指挥使司，卫治今盐源县卫

城。领千户所一、长官司一。千户所

为打冲河守御中左千户所，今盐源县

北金河。长官司为马喇长官司，今盐

边县老城。

1393 年(明洪武二十六年)，改柏

兴千户所为盐井卫。置盐课司。

1395 年 (明洪武二十八年)，六

月，命土司立儒学。

1398 年(明洪武三十一年)，“平

武威龙州土知府和柏兴州贾哈喇叛”。

1403 年(明永乐元年)，置郁郎长

官司，今茂县北较场西团结村。

1406 年(明永乐四年)，遣人采木

于四川等处，以建北京宫殿。

1407 年(明永乐五年)，置杂谷安

抚司，今理县杂谷脑。

同年，免酉阳荒田租。

1413 年(明永乐十一年)，丽江木

土司侵削盐井卫地近半，木里安抚司

地全为其所占。

1415 年(明永乐十三年)，七月，

“蜀山都掌蛮起事”。

1427 年(明宣德二年)，四川“松

潘蛮起事”，逾半年始定。

同年，置麻儿匝安抚司，今马尔康

县。

1435 年(明宣德十年)，置阿用簇

长官司，今松潘县东北大寨。

1440 年(明正统五年)，置芒儿者

安抚司，今松潘县毛儿盖。

1446 年(明正统十一年)，置思囊

日安抚司，今平武县北。

1454 年(明景泰五年)，四月，“四

川草塘苗起事”。

1465 年(明成化元年)，三月，“四

川山都掌蛮起事”。

1467 年(明成化三年)，六月，“遣

兵击蜀山都掌蛮”。

1477 年 (明 成 化十 三年)，十一

月，松潘土民起事，“遣兵击之”。

1495 年 (明弘治八年)，“以马湖

土司残虐，改为流官”。

1520 年(明正德十五年)，在天全

六番招讨司界置茶课司。

1546 年 (明 嘉靖 二 十五 年)，三

月，四川白草番起事，攻下平番堡。

1554 年(明嘉靖三十三年)冬，秀

山邑梅洞、平茶洞、石耶洞等长官司和

当时属酉阳宣慰司管辖的石堤、宋农

等地土家族人民积极响应明廷征召，

派出 3000 余人，随同永顺、保靖、桑

植、容美、酉阳等土司，前往东南沿海

地区，抗击倭寇侵略，大捷。

同年，五月，容山土舍结合川贵苗



民起事。

1573 年(明万历元年)，二月，“四

川都掌土酋阿大等据九丝山称王，事

破，败”。

1574 年(明万历二年)，二月，“赈

四川为都掌蛮所挠诸州县”。

1585 年(明万历十三年)，六月，

四川松潘等地番人攻邻近城堡，“遣兵

击之，次年平定”。

1588 年(明万历十六年)，五月，

四川建昌“番酋长安守等结邻部黑骨

头起事”，经数年始平。

1618 年 (明万历 四十七 年)，九

月，征四川、湖广土司兵援辽。

1620 年 (明万历 四十八 年)，四

月，征石柱女土司秦良玉援辽。

万历年间，第三世达赖喇嘛斯朗

嘉措派其师弟松赞嘉措到木里传播黄

教，任木里第一世活佛。

明万历年间，在今平武县龙安镇

置平武县。

1621 年(明天启元年)，九月，永

宁土司奢崇明起事，据重庆，破泸州、

遵义。十月，建号大梁。石柱土司秦

良玉统兵击之。

1622 年(明天启二年)，正月，“奢

崇明围成都百余日，酉阳宣抚使冉跃

龙率师往援。奢崇明走泸州，成都解

围”。二月，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应奢崇

明，号罗甸大王。

同年五月，“官军败奢崇明，复重

庆、泸州”，奢崇明走遵义。

1623 年(明天启三年)，奢崇明走

依安邦彦。

1629年(明崇贞二年)，八月，“安

邦彦、奢崇明败，死”。

明代，朝廷在康区合长河西鱼通

宁远为宣慰司，隶雅州；又设招讨司

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十七，隶杂甘都

司。

清

1652 年 (清顺治九年)，“夷人攻

峨边太平汛”。

同年，承明制仍置沈边长官司，今

泸定县冷碛乡。

1662 年(清康熙元年)，承明制置

董卜韩胡宣慰司(穆坪土司)，今宝兴

县城关。

1665 年(清康熙四年)，改四川乌

撒军民府为威宁州，划归贵州省。

1680 年(清康熙十九年)，七月，

“四川石柱土司等降附”。

1700 年 (清康熙三十九年)，“清

兵进入打箭炉(今康定)”。

1703 年(康熙四十二年)，四月，

“四川威州番民归附”。

1706 年(清康熙四十五年)，泸定

铁索桥筑成。

1708 年(清康熙四十七年)，第七

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在今理塘县转

世。

1709 年(康熙四十八年)，置建昌

兵备道。



1713 年 (康熙五十二年)，四川

“苗人首领阿木咱等降附”。

1714 年(康熙五十三年)，“四川

洮岷边外番民十九族投附”。

1723 年(清雍正元年)，四川提督

岳钟琪出松潘黄胜关，“剿抚关外十二

部落”。

1724 年(清雍正二年)，筑城于今

南坪县，置南坪城。

1727 年 (清雍正五年)，裁马湖

府，仍置平夷、蛮夷、沐川、泥溪四长官

司。

1728 年(清雍正六年)，置茂州，

州治在今茂县凤仪镇。领县一、土司

六、巡检司一。县为汶川县，治所在今

汶川绵虒。六土司为：瓦寺宣慰司，治

所在今绵虒岷江对岸，隶汶川县；沙坝

安抚司，治所在今茂县沙坝，隶茂州；

静州长官司，治地在茂县静州，隶茂

州；陇木长官司，治地在今茂县陇木

头，隶茂州；巡检司为水草坪巡检司，

今茂县沟口。

同年，原属四川之镇雄、乌蒙、东

川三府划归云南省，遵义划归贵州省。

同年，置登科府，府治在今石渠县

洛须乡。

同年，置德化州，州治在今德格县

更庆。

1728 年 (清雍正六年)，置宁远

府，府治在今西昌市，领厅二、州一、县

四、巡检司一、土司十一。州为会理

州，州治今会理县城关。厅为：盐边厅

(今盐边县)；越嶲厅(今越西县)。

县为：西昌县(今西昌市)、冕宁县

(今冕宁城关)、盐源县(今盐源县卫

城)、昭觉县(今昭觉县城，乾隆时为交

脚汛，宣统二年置县)。

巡检司为迷易巡检司，今米易县

城(攀莲)。

土司为：威龙州长官司，今德昌大

山乡；普济州长官司，今米易县普济；

昌州长官司，今德昌；河东长官司，今

西昌市河东街；阿都正长官司，今普格

县罗西；阿都副长官司，今布拖特木

里；马喇长官司，今盐边县东南马力；

沙麻宣抚司，今西昌县东北；瓜别安抚

司，今盐源县瓜别；木里安抚司，今木

里县瓦厂；邛部长官司，今越西县大

屯。

同年，第七世达赖喇嘛自拉萨移

居理塘寺。

1729 年(清雍正七年)，第十二代

德格土司丹巴泽仁被清廷授予安抚司

衔，隶打箭炉管辖；同年修建德格印经

院。

同年，清廷派果亲王允礼前往泰

宁，送七世达赖喇嘛回西藏。

1730 年(清雍正八年)，修筑打箭

炉城(今康定)。

同年，第七世达赖喇嘛自理塘移

居泰宁惠远寺(今道孚县惠远寺，原乾

宁县地)。

1731 年(雍正九年)，置松潘厅。

1732年(清雍正十年)，清廷加封



德格土司为德格宣慰司。

1736 年(清乾隆元年)，十一月，

减四川土司贡马折价。

同年，置酉阳州，州治在今酉阳县

钟多镇。领县三，即：秀山县 (今秀

山)、黔江县(今黔江)、彭水县(今彭

水)。

1747 年(清乾隆十二年)，三月，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扰边”，遣张广泗

经略之，金川事件起。

1749 年(清乾隆十四年)，二月，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降”。

1750 年(清乾隆十五年)，置鄂克

什安抚司(今小金县向花坡)。

1752 年(清乾隆十七年)，改杂谷

安抚司为理番厅，厅治在今理县薛城。

1759 年(清乾隆二十四年)，置丹

坝长官司(今马尔康县党坝)。

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置雷

波厅(今雷波县城关)。

1764 年(清乾隆二十九年)，置马

边厅(今马边县民建镇)。

1771 年 (清乾隆三十六年)，六

月，小金川土司内讧，遣兵攻之。于

是，金川军事复起。

1775 年(清乾隆四十年)，八月，

“官军攻下大金川根据地勒乌围”。

同年，改梭磨安抚司为梭磨宣慰

司。

1776 年 (清乾隆四十一年)，二

月，“大金川首领索诺、莎罗奔等降”。

历经首尾 28 年的大小金川事件至是

始平，“因于两地置兵设官”。

1783 年(清乾隆四十八年)，置懋

功厅，厅治在今小金县城关镇。领屯

五、土司二。五屯为：懋功屯，今小金

县城关；抚边屯，今小金县抚边；崇化

屯，今金川县安宁；绥靖屯，今金川县

金川镇；章谷屯，今丹巴县城关。安抚

司为绰斯甲安抚司(乾隆四十年置)，

今金川县观音桥。

1791 年(清乾隆五十六年)，金川

藏族士兵参加反击廓尔喀侵略西藏。

1805 年(清嘉庆十年)，第九世达

赖喇嘛隆朵嘉措在康区邓科境内春科

土司家转世。

1808 年(清嘉庆十三年)置峨边

厅，厅治在今峨边县大堡乡。

1814 年(清嘉庆十九年)，六月，

“凉山夷人以歉收攻扰东乡等地”。

1816 年(清嘉庆二十一年)，第十

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在康区理塘转

世。公元 1833 年(清道光十三年)，

“越嶲夷民起事、延及越嶲、清溪、马边

三厅县境”。

1834 年(清道光十四年)，八月，

“四川峨边夷人以岁歉攻扰汉人村

庄”。

1838 年(清道光十八年)，第十一

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在康区泰宁转

世。

1839 年(清道光十九年)，六月，

定“四川防备夷番章程”。

1842 年 (清道光二 十二年)，松



潘、建昌藏、羌、彝各族“土兵”开赴浙

江宁波前线抗击英国侵略军。宁波人

民为牺牲将士建立忠烈祠，岁时致祭。

1860 年(清咸丰十年)，松潘羌、

藏、回、汉各族人民响应太平天国，举

行武装起义。

1863 年(清同治二年)，四月，太

平军石达开部十余万人由云南巧家渡

过金沙江到达冕宁。五月，抵石棉安

顺场。六月，石达开就义。

1865 年(清同治四年)，中瞻对土

司工布朗结合并上中下瞻对，五土司

事平定。

1869 年(清同治八年)，酉阳教案

起。

1873 年(清同治十二年)，十月，

“四川黔江殴死法国传教士”的黔江教

案发生。

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大

小凉山彝族地区“设夷卡，令各支黑彝

轮质”。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驻藏

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杀。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赵尔

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在今甘孜州辖区

推行改土归流，废土司，设府、州、厅、

县，任用流官。

1908 年，置康安道(道治巴塘)，

下属：①巴安府，辖三坝厅(义敦)、定

乡县(乡城)、得荣委员；②康定府，辖

理化厅(理塘)、河口县(雅江)、稻城

县。1910 年(清宣统二年)，又设边北

道(道治邓柯)，下属登科府(今石渠

境)、德化州(德格)、白玉州、石渠县，

1911 年又置甘孜委员(甘孜县)、炉霍

县、怀柔县(新龙)。

康区改土归流旨在打破土司分割

局面，增强中央王朝的统治力，促进康

区同内地的联系与交流，是一项重大

的政治变革。但推行不久，遂因辛亥

革命爆发，川局动荡，土司和上层喇嘛

乘机复旧，恢复了原来的统治。

而在改土归流前，清王朝在康区

设立了众多土司，为了存史，现就其治

地可考者列名于下：

上冷卡石土百户、下冷卡石土百

户，治所均在原义敦县城关(今巴塘义

敦区)；俄洛土百户，今康定县东俄洛；

八乌笼土百户，今康定县八依绒；木辘

土百户，今康定县呷巴；木噶土百户，

今康定县安良坝；格洼卡土百户，今康

定县拟俄霞；呷那工弄土百户，今康定

县拟朋布西；瓦七土百户，今康定县营

官寨；索窝龙土百户，今康定县拟六

巴；扒桑土百户，今康定县板桑；湾坝

土百户，今康定县湾坝；呷尔土百户，

今九龙县城关；八哩龙土百户，今九龙

县八窝龙；沙卡土百户，今九龙县踏

卡；上渣坝恶迭土百户，今道孚县地

茹；上渣坝卓泥土百户，今道孚县地

茹；中渣坝热措土百户，今道孚县中札

坝；上渣坝霸沱土百户，今道孚县中札

坝；下渣坝洼泥土百户，今道孚县下札

坝；下渣坝莫藏石土百户，今道孚县下



札坝；上八义土百户，今道孚县八美；

小误石土百户，今道孚县协德(惠远)，

丹东安抚司，今丹巴县丹东；革什咱安

抚司，今丹巴县布柯，旧名革什札；巴

底宣慰司，今丹巴县巴底乡；巴旺宣慰

司，今丹巴县巴旺乡；瓦述毛丫长官

司，今理塘县毛垭坝；瓦述曲登长官

司，今理塘县曲登；瓦述毛茂丫土百

户，今理塘县木拉乡；咱里土千户，今

泸定县咱里；林葱安抚司，今德格县俄

兹；春科安抚司，今石渠县南当巴；春

秋高日长官司，今石渠县奔达；瓦述国

陇长官司，今白玉县东歪格通；蒙葛结

长官司，今石渠县蒙宜寺；霍尔咱安抚

司，今甘孜县札科；霍尔白利长官司，

今甘孜县白利乡；霍尔东科长官司，今

甘孜县东谷；瓦述色他土百户，今色达

县色科；霍尔竹窝安抚司，今炉霍县朱

倭；护理纳林冲长官司，今炉霍县西；

孔色土司，今道孚县孔色；麻孜土司，

今道孚县麻孜；瓦述余科安抚司，今道

孚县玉科；革西土司，今道孚县格西

乡；姆朱土百户，今道孚县木茹；上瞻

对撒纳土千户，今新龙县通科；上瞻对

峪纳土千户，今新龙县北谷日；上瞻对

茹长官司，今新龙县西；下瞻对安抚

司，今新龙县南拉日玛；喇滚安抚司，

今新龙县洛古寺；瓦述色他长官司，今

新龙县色威；瓦述墨科土百户，今新龙

县色伦寺西；瓦述麻里土百户，今新龙

县麻日。

在彝族地区，清代也设置了许多

土司、土官，并把土司、土官分别隶属

于当地驻军。西昌中营管辖的土司

有：河东长官司、阿都正长官司、阿都

副长官司、沙骂宣抚司。西昌县左营

管辖的土司有：昌州长官司、普济州长

官司、威龙州长官司。西昌县右营管

辖的土司有河西土千总。冕宁县冕山

营管辖的土司有河西土百户。冕宁县

靖远营管辖的土司有：窝龙土百户、瓦

尾土百户、瓦都土目、瓦尾土目。会理

县会川营管辖的土司有：黎溪土千户、

迷易土千户、者堡土百户、普隆土百

户、红卜苴土百户、苦竹坝土百户、通

安土百户。会理县永定营管辖的土司

有披沙土千户。清溪县黎雅营管辖的

土司有黎州土百户、松坪土千户、大田

副土百户。越嶲厅越嶲营管辖的土司

有邛部宣抚司。越嶲厅宁远营管辖的

土司有：暖带密土千户、暖带田坝土千

户。雷波厅普安营管辖的土司有千万

贯土千总和两个土舍。雷波厅安阜营

管辖的土司有黄琅土舍。屏山县屏山

讯管辖的土司有：平夷长官司、蛮夷长

官司、沐川长官司、泥溪长官司。马边

厅马边营烟峰汛管辖的土司有明乐、

油石洞、旁阿姑、大洋肠、腻乃巢五个

土百户。马边营三河口汛管辖的土司

有挖黑、阿昭、干田坝、麻柳坝四个土

百户和斯栗坪土千户、冷纪土外委。

峨边营管辖的土司有：“岭夷十二地”

十二个头目、“赤夷十三支”三个土千

总、六个土把总。加上这些土司、土官



辖下的小头目，共有一百一十六个大

小土司土官。

1911 年(清宣统三年)，10 月，西

昌张跃堂联合安宁河两岸彝族各族人

民 5000 余人举行反清起义。

同年，茂州、汶川各族人民起义反

清。

民国

1912 年，在康区成立川边镇抚

府，府治在康定。

同年，乡城县各族人民武装暴动，

收缴当地驻军枪械，攻下乡城、稻城、

理塘、雅江诸县城。

1913 年，改川边镇抚府为川边经

略使。

同年 12月，改川边经略使为川边

镇守使。

同年，酉阳“中华革命军”参加护

国讨袁，攻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

出涪陵到渝州。

1914 年，在越嶲县建立四川省第

二师范学校，次年迁西昌。

同年，在康区设立川边特别行政

区，改府、州为县。

同年，冕宁、越嶲两县彝族人民举

行“拉库起义”，反对奴隶制度，历时 4

年。

1914 年，开采会理锌矿和煤矿。

1915 年 3 月，“马边夷人攻油炸

坪”。

同年 6月，雷波驻军围攻千万贯

杨土司衙门，掳掠一空。

1916 年，护国军在永宁(今叙永)

成立回民营。

1917 年，小金县八角屯起义，赶

走抚边、懋功两县知事，赶走丹巴驻

军。

1918 年 4月，“雷波恩札等支夷人

袭扰脑脑坝和箐口等地”。

同年冬，川军第八军派兵二营进

驻马边县。

1919 年，雷波驻军在中山坪强收

鸦片烟捐，被当地彝人赶走。

同年，川军第八师进驻雷波马颈

子、山棱岗“剿夷”。

同年，乡城县各族人民起义。

1920 年，雷波羿子村彝民起事。

同年，色达县牧民反对和抵制青

海马步芳的经济封锁，首尾历经 25

年，粉碎了封锁。

同年，“川军进剿越嶲普雄彝人”。

1927 年，兴办西昌县立中学。

同年，设置四川松理懋茂汶屯殖

督办署，督办署在茂县凤仪。

1928 年，在康定设立西康特别区

政务委员会。

1929 年，小金县三观桥改建为铁

索桥。

1930 年，甘孜县大金寺和白利寺

因争乡产引起的川藏纠纷“大白事件”

发生。

同年，松潘民族小学成立。

同年，披沙设治局改建为宁南县。



1931 年，小金县猛古、马鞍两座

旧桥改建为铁索桥。

同年，中国共产党西昌特别支部

成立，以廖质生为书记。

同年，松潘、理县、汶川、茂县招收

初中生。

1932 年，二十四军设置“宁雷马

屏峨屯殖军”，总部在西昌。

同年，杂谷脑边民小学成立。

同年，格桑泽仁以“驱逐川军”、

“康人治康”为由，在巴塘成立“西康建

省委员会”和“西康省防军”，与驻康军

队发生冲突。

1933 年，茂县沙坝边民小学成
立。

1934 年，越嶲县汉、彝各族人民

举行王家屯起义。

1934 年 6月，贺龙、关向应领导的

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进驻酉阳县南腰

界，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同年 10月，任弼时等同志领导的

红六军团到达酉阳，与红三军汇合。

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

1935 年，红一方面军巧渡金沙江

到达会理。5月，到达冕宁县大桥，红

军先遣司令刘伯承与彝族果基支头人

果基小约旦，在大桥彝海子边歃血为

盟。刘伯承赠送绣有“中国夷民红军

沽鸡支队”的队旗给小约旦。小约旦

护送红军到达石棉安顺场。

1935 年 5月 29 日，红军飞夺泸定

桥成功。

同年 5 月，红四方面军在茂县建

立茂县苏维埃政府。

1935 年 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小

金县达维会师。

同年 6 月，中共中央在小金县两

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坚持北上抗日

的正确方针。

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在松潘毛儿

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

军混合编制，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

上。

同年 11 月，红二方面军(红二军

团、红三军团)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后到

达甘孜县。

同年 11 月，红军在绥靖(今大金

县)成立格勒得沙苏维埃政府，下辖茂

县、汶川、理县、松潘、懋功、绥靖、崇

化、抚边、绰斯甲、党坝等县。组织了

少数民族武装。

同年，国民政府在酉阳设置四川

省第八行政督察区，在茂县置四川省

第十六行政督察区，在西昌成立四川

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在康定成立西

康行政督察区。

1936 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康

区。6 月，红军在甘孜县成立博巴政

府，下辖甘孜、炉霍、道孚、乾宁等县各

级博巴政府。藏族青年扎西旺徐等参

加红军。

同年 7 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

面军在甘孜县会合，北上抗日。

1936 年，冕宁县泸沽铁厂和冕山



铁厂投产。

1937 年，西昌小庙机场扩建。

同年，兴办西昌农业职业学校。

1938 年，会理“娃子寨”起义，六

华乡彝族劳动人民赶走奴隶主，建立

了没有奴隶主的村寨。

1939 年，发生班禅行辕与驻康军

队武装冲突的“甘孜事件”。

1939 年 1月，西康省政府成立，辖

康(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今西藏自

治区昌都地区 7 个县)、宁(今凉山彝

族自治州除雷波以外的县)、雅(雅安

地区)三属。

同年 9月，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

察区改为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增

设德昌县、普格设治局、泸宁(今冕宁

泸宁)设治局。并设拖乌、普雄、庚田、

黄草、大桥、麻陇、盐东、竹核、瓜别、冕

山等 24 个政治指导区，推行保甲制

度。

同年，置宁属靖边司令部。

同年，成立康藏茶叶公司。

同年，在昭觉成立邮政代办所。

同年，成立“军事委员会西昌行

辕”。1945 年撤销，改为“西昌警备司

令部”。

同年，宁属联合中学改为西昌中

学，开办高中班。

西康建省后，修筑雅安至康定的

公路。

1940 年，雷波、马边、峨边、屏山

四县宣布取消“夷卡”，保留“夷差”。

同年，在西昌兴办西康省立边民

小学。

同年，成立西昌伊斯兰中学(建生

中学)。

同年，在屏山县石角营(新市镇)

成立“雷马屏峨垦务管理委员会”。

同年 4 月，国立西康省技艺专科

学校在西昌成立并招生。

1941 年 2月，乐(山)西(昌)公路

通车。7 月，西(昌)祥(云南祥云)公

路通车。合称川滇西路。

1942 年，在西昌开办边民学校。

1945 年，蒋介石“西南行辕”和西

康省政府派兵一万余人进攻越嶲县普

雄彝族聚居区，镇压普雄彝民，并派飞

机轰炸普雄。

同年，在西昌开办西康省边疆第

二师范学校。西康边疆第一师范学校

设在康定。

同年，中国民主同盟宁属支部在

西昌秘密成立。

同时期，在德格县举办国立边民

小学。

1947 年，中国共产党西昌特别支

部改建为中国共产党西昌地方委员

会。

1949 年，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东

藏民主青年同盟”成立。



下 篇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1949 ．10～ 1990 ．12 )

一九四九年

12月，刘文辉、邓锡侯通电起义。

1949 年底，阿坝藏族土官华尔功

臣烈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派代表

赴兰州诣见彭德怀司令员，迎接解放

军。

若尔盖卓藏寺活佛卓仑藏派代表

前往甘肃岷县迎接解放军。

一九五○年

1月 1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

茂县，中国共产党茂县地方委员会和

川西行政公署茂县专员公署相继成

立。

2月，西康藏民代表旺嘉、柏志、

泽朗等三人受爱国民族上层人士格达

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吉和张西朗杰

的派遣，于 1949 年 12月从德格起程，

经色达草原，过若尔盖，经西安，赴京

致敬。1950 年 2月 26 日，朱德副主席

接见旺嘉等人。3 月 5 日，中央民委

举行欢迎晚会，朱德副主席在晚会上

接受旺嘉等藏民代表献给中央人民政

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毛泽东主席、朱

德总司令的锦旗。党和政府表彰了他

们的爱国之心。

随后，格达活佛被任命为西南军

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

席，夏克刀登出任康定军管会副主席。

十八军进驻昌都，邦达多吉出任昌都

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张西朗杰任昌都

解放委员会副秘书长。

3月 2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

康定。康定军事委员会成立。

3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

西昌。西康省西昌专员公署成立。

同月，西昌专区西昌、会理、德昌、

冕宁、越西、盐源、宁南七县和乐山专

区雷波县(雷波县当时属乐山专区)成

立县民族贸易公司。

8月 25 日，川康公路(成都至康

定)全线通车，全长 396 公里。

10月，川北行署组织川北区少数

民族访问团，写出了《川北区九县回、

藏民族的一般情况》的报告。同年，建

立县以下区一级的平武藏族自治区。

7月，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

孜县白利寺活佛格达为和平解放西藏

前往拉萨。8 月 21 日在昌都被英国

特务毒死，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献出了

生命。

9月，西南各民族代表团和各民

族文工团赴京参加国庆盛典。

11月，以刘格平为总团长的中央

“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到达康定，传

达党中央、毛主席对康区各族人民的



关怀和问候，深入康区南路、北路进行

慰问，发放救济款、救济粮和无偿农

具。并具体帮助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

筹建工作。

11月 24 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成立，

天宝(桑吉悦希，藏族)当选为自治区

人民政府主席。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

自治州一级的自治地方。

同年，以刘格平为总团长的中央

“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在凉山地区进

行访问，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对彝族人

民的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放救

济款、救济粮和无偿农具。

12月，越西县废除带有侮辱少数

民族性质的地名和各种碑记。昭觉的

“猓猓沟”改名为“解放沟”。

同年初，茂县专员公署建立少数

民族干部训练班(阿坝州民干校前

身)。

同年，康定创办民族干部训练班

(甘孜州民干校前身)。

同年上半年，西康省西昌专署和

川西行署乐山专区联合组织凉山工作

团，在民族上层果基木古、阿侯鲁木子

等人协助下，深入大小凉山各地开展

工作。

一九五一年

1 月，国民党残部在茂县地区的

靖化(今金川)、懋功(今小金)等地进

行武装叛乱，川西军区予以迅速平息。

2月，西昌专员公署召开座谈会，

根据部分彝族同胞的要求，决定创制

彝族 拼音文字，并进 行试验教学。

1958 年停止了这项试验。

6月 1 日，西南民族学院成立，并

于正式成立前的 4月 1 日开学上课。

7月，以任景龙同志为团长的川

西行署访问团一行 30 余人，赴汶川、

黑水、阿坝等川西北藏、羌族地区访

问，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8月 1 日，康定军分区成立藏民

团，由藏族老红军沙纳任团长。

10 月，巴安县更名为巴塘县，瞻

化县更名为新龙县，理化县更名为理

塘县，定乡县更名为乡城县。

12月，西康省人民政府和川南行

政公署组织医疗队分赴大小凉山为彝

族人民防病治病。

同年，西昌、雷波、昭觉、乐山开办

民族干部训练班(民干校前身)，培养

民族干部。

同年，川西行政公署组织访问团

赴茂县专区，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民

族政策，并为少数民族群众防病治病、

放映电影。团长为任景龙同志。

一九五二年

5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今甘孜

州)编印小学藏文课本，在新办的 75

所民族小学使用。

6月，国民党残部煽动黑水反革

命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组



织黑水剿匪前线指挥部，从东西两线

向黑水发起总攻，叛乱迅速平息。藏

族爱国人士华尔功臣烈，把逃匿阿坝

草地的叛乱头目、原国民党七十二军

副军长傅秉勋和国民政府四川省第十

六行政区专员何本初送交人民解放

军。原黑水大头人苏永和(藏族)回到

人民一边。

8月，中共西康省凉山工作委员

会成立。西康省军区凉山分区成立，

由彝族老红军陈占英任分区司令员。

9月 1 日，川西、川东、川南、川北

四个行政公署撤销，恢复四川省建制。

同日，西康省人民广播电台正式

播音。

10月 7 日，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

区成立，瓦扎木基(彝族)任自治区政

府主席。

10月，西南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

和各省区观礼团、致敬团，在北京受到

周恩来总理宴请。周总理在宴会上号

召各民族进一步加强团结，建设新中

国。

11月 20 日，康藏公路康定至昌

都段通车。

12月，凉山军分区彝民团成立，

由彝族老红军王海民任团长。

同月，成(都)阿(坝)公路通车到

理县薛城。

一九五三年

1月 1 日，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今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成立。天宝(藏

族)任自治区政府主席，苏新(羌族)和

索观瀛(藏族)、华尔功臣烈(藏族)任

副主席。

1月，《岷江报》创刊。

同月，中共西康省委召开民族工

作会议，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总结

经验，部署民族工作。

同月，中共四川省委印发《关于民

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初步检查报告》，采

取措施，落实各项民族政策。

2月 19 日，西康省木里藏族自治

县成立。

同月，中共凉山工作委员会成立，

下辖昭觉(原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区

工委)、乐山(原四川省乐山雷、马、屏、

峨四县工委)、昭通(云南省)3 个分工

委。凉山工委机关驻四川省雷波县

城。

3月 12 日，西昌专区民族事务委

员会成立。

4月，西南博物院在理县一带发

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 50 多件，在威州

古城发现彩陶片，为研究当地民族及

其历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同月，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发出

《关于开办回民训练班的指示》，决定

在成都回民文化福利协进会和西南民

族学院分别开办回民政治训练班。

同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今甘孜

州)开始使用藏、汉两种文字行使职

权。



4 月 18 日，中共中央批复西南局

《关于西康省会东县土改的意见》，同

意会东县在土地改革中，对少数民族

地主的土地采取协商办法处理，不进

行面对面的斗争。

5 月，凉山州州医院在昭觉县建

成使用。

同月，康定、甘孜、邓科、理塘四县

畜牧兽医站建成。

6 月 10 日，《岷山报》藏文 版创

刊。

8 月 11 日，西康省 藏族自治 区

(今甘孜州)举行该州历史上第一次文

化体育运动会。

同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颁布《西

康省藏族自治区关于发展民族语言文

字实施办法》。

12 月，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

12 月 15 日，甘孜县第一座水力

发电站建成发电。

截至 1953 年，西康省 在凉山彝

区、甘孜藏区建立了民族贸易公司 4

个，农业技术指导站 16 个，畜牧兽医

站 9 个，发放无偿农具 95700 多件，兴

办民族小学 78 所。四川省在少数民

族地区发放无偿农具款 60 亿元(旧

币)，农贷 99 亿元(旧币)，建立了国营

农(牧)场 3 个，农(牧)技术指导站 18

个，贸易机构 69 个，卫生机构 73 个。

一九五四年

1月，西康省林业局完成大渡河

流域森林资源调查。

同月，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初测

成昆铁路，对凉山地区的线路进行比

较线勘测。

8 月 23 日，《康定报》藏文版创

刊。后改名为《甘孜报》藏文版。

9 月，中共四川省委同意省委民

工委和茂县地委关于 1954 年～1955

年间在汶川、茂县、松潘、南坪等县部

分汉族地区和羌、汉族杂居地区进行

土地改革的意见。

11月，康定洗毛厂建成投产。

12月，汶川县威州乡和雁门乡采

取温和的方法进行土地改革试点。

12月 25 日，康藏公路(今川藏公

路)全线通车，全长 2255 公里，加强了

边疆和内地的联系。

一九五五年

1 月，西康省召开省首届人大二

次会议，桑吉悦喜(天宝，藏族)当选为

副省长。

2月 23 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

总理接见赴京参观的理塘寺大喇嘛罗

桑土登等人。

3月 1 日，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

成立，由张冲(彝族)任主席，唐兴盛、

瓦扎木基(彝族)、果基木古(彝族)、阿

侯鲁木子(彝族)、岭邦正(彝族)、杨代

蒂(彝族)等任副主席。临时军政委员

会设在雷波县城。

3 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根据宪



法规定，改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

3 月 12 日，康定县折多塘发生

7．5 级地震。

4 月，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区改

名为凉山彝族自治州。

5月，国务院川、甘、康、青四省工

作团在四川省阿坝县成立。由张承武

同志任工作团团长。

7 月，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二次会

议决定，撤销西康省建制，划归四川省

管辖，金沙江以西的 7 个县划归西藏

管辖。

同月，凉山州昭觉电厂建成投产。

8月，阿坝州刷经寺骨粉厂建成

投产。

9月 23 日，凉山州会理县鱼鲜发

生 6．7 级地震。

10月 1 日，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

增设藏语广播节目。

11月，成(都)阿(坝)公路全线通

车，全长 506 公里。

11月 28 日，四川省人大第一届

第三次会议决定：撤销凉山临时军政

委员会；改西康省藏族自治州为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改四川省藏族自

治区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并通

过了甘孜、阿坝、凉山 3 个自治州于

1955 年冬开始实行民主改革的决议。

同一时期，凉山州人代会通过《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

法》；甘孜州人代会通过《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农业地区民主改革实施办

法》；阿坝州人代会通过《四川省阿坝

藏族自治州农业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

具体规定》。

12 月 24 日，凉山彝族自治州普

雄地区发生反对民主改革的反革命叛

乱。此后，甘孜、阿坝两州的一些地区

相继发生反对民主改革的叛乱。

一九五六年

1月，中共中央批复四川省委《关

于凉山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有关问题的

请示报告》，就和平协商改革等方针、

政策作了指示。

同月，阿坝藏族自治州在《1956

年农牧业生产计划》中提出，牧区贯彻

“不斗不分”、“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

发展畜牧业生产。

同月，阿坝藏族自治州政治协商

委员会成立。

2月，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三届

一次会议决定在全州范围内进行民主

改革。

3月，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

员会提出《关于牧区实行社会主义改

造的意见》，对牧主实行赎买政策，采

取公私合营、吸收加入合作社等形式

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畜牧业经济。

3月 27 日，中共四川省委在《关

于目前民族地区的工作要求和工作中

应注意的政策问题》中，对平叛中的俘

虏和投诚人员的处置办法，民族宗教

上层人士的安置，债务、枪支的处理，



牧区继续贯彻不斗不分、牧工牧主两

利的政策，大量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

部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和规定。

4月 6 日，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

作委员会提出了对藏族地区畜牧业实

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对牧主

实行赎买，采取合作化的道路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

4月，阿坝军分区藏民团成立，由

藏族老红军董正堂任团长。

6月，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

员会提出《全省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安

排的大概规划意见》。

6月，阿坝藏族自治州在《关于平

息叛乱的几项具体政策》中规定：对叛

乱的上层分子，只要悔过，立即停止武

装叛乱，一律从宽处理，不咎既往，继

续团结，过去在政府或政协担任职务

的允许继续参加工作；对所有被欺骗、

胁迫参叛的群众，只要脱离叛乱队伍，

回家生产，不咎既往。

7月，甘孜、凉山两州在农村牧区

发展第一批藏、彝族出身的少数民族

党员。

7月，周恩来总理传达中央书记

处会议对四川甘孜、凉山两州民主改

革问题的指示，指出改革是必要的，力

争实行和平改革。

8月，四川省藏、彝族农区在占农

业总人口 67 % 的地区完成了民主改

革。紧接着办了农业互助组和初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

8月 16 日，四川省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天宝(藏

族)任主任委员。

8 月 28 日，刷马公路(刷经寺到

马尔康)通车，全长 72 公里。

9月，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

员会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解决

伊斯兰教阿訇生活中的土地入社、土

地找人代耕或租种等具体问题的处理

意见。

10月，阿坝藏族自治州少数民族

语言研究室成立。

10月 8 日，国务院批准将泸定县

划归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

10月，以王维舟为团长的中央慰

问团到甘孜、阿坝、凉山三州进行慰

问，宣讲政策，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座

谈，解除他们对民主改革的顾虑。慰

问活动历时两个多月。

11月，甘孜、阿坝、凉山三州新建

的三所民族师范学校招生、开学。

11月，阿坝州农区有 33．4 % 的农

户加入了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 年下半年，在凉山州人民委

员会(州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少

数民族委员占 84．6 % ；甘孜州人民委

员 会 组 成 人 员 中，少 数 民 族 占

77．8 % ；阿坝州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

中，少数民族占 72 % 。

到 1956 年底，凉山州和阿坝州占

农业总人口 80 % 的地区完成了民主

改革，接着办起了农业合作社。



同年，甘孜州降央伯姆(原德格土

司)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一九五七年

1月 7 日，阿坝州汶川县羌锋水

电站——羌村第一个电站建成发电。

1月 10 日，宜西公路(宜宾至西

昌)全线通车，全长 336 公里。

1月 13 日，成都市满族蒙古族学

习委员会成立。

3月，据甘孜州统计，该州已吸收

1300 多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参加工

作，比民主改革前增加一倍多。

6 月，中共四川省委在批复凉山

州委关于处理彝族婚姻问题的意见中

指出，处理彝族婚姻问题要慎重稳妥，

不必像汉区一样处理婚姻问题。

8月，中共四川省委第五次委员

扩大会议讨论了四川藏、彝族地区进

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1月 18 日，朱德副主席、贺龙副

总理接见四川少数民族赴京参观团。

12月，从康定县东俄洛至巴塘县

的东巴公路俄理段(东俄洛至理塘县)

通车，全长 206 公里。

一九五八年

2月 8 日至 10 日，阿坝州茂县境

内发生地震，震感强烈。

3 月 21 日，中共四川 省委提出

藏、彝族地区安排民族、宗教上层人士

担任下届州人大代表和州人民委员会

委员的比例应为 30 % ～40 % ；县人大

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的比例应为

25 % ～35 % ；州、县政协应更广泛地安

排民族上层和其他民主人士。

3 月，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民

工委《关于伊斯兰教节日活动的意

见》，对伊斯兰教节日，回族职工、教师

可放假半日。节日所需用的面粉和食

用油应酌情照顾。

4月 1 日，成都至西昌民用航空

飞机航线开航。

5月 1 日，《凉山报》创刊出报。

7月 7 日，茂汶羌族自治县成立。

9月 15 日，西昌师范专科学校成

立并开学上课。

9月 20 日，东巴公路(康定县东

俄洛至巴塘县)全线通车，全长 391 公

里。

9月 24 日，阿坝州卫生学校正式

开学上课。

11 月，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

州开展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

削的“四反”运动，废除寺庙的封建剥

削和特权。

1958 年，四川省藏、彝族地区民

主改革胜利完成，废除了奴隶制度和

农奴制度，废除了高利贷和封建特权。

甘孜、阿坝两州翻身农奴平均每人分

得土地 3．5 亩，凉山州翻身奴隶平均

每人分得土地 3 亩左右。解放了社会

生产力。民主改革期间，培养了少数

民族干部 11000 多名，在农村牧区建



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1958 年，西南民族学院为帮助

藏、彝族地区办好农、牧业生产合作

社，举办了农村会计培训班，毕业后派

往藏、彝族地区担任农村牧区社、队会

计。

一九五九年

4月，甘孜州石渠、色达等县牧区

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公私合营、社私

合营的形式建立牧场，并吸收牧主、富

牧参加牧场管理委员会。

5 月，甘孜藏族自治州新建民族

师范学校一所，民族中学一所。

6月，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果基木

古(彝族)、夏克刀登(藏族)、华尔功臣

烈(藏族)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9 月，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

员会提出了藏、彝族地区整顿合作社

的政策，规定了办社规模“宜小不宜

大”。已建立的人民公社，条件好的要

巩固提高，一般暂停建立人民公社；并

且重申办社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等政

策措施。

1959 年，阿坝藏族自治州红原奶

粉厂建成投产。

同年，凉山州及其所属各县建立

了卫生防疫站。

同年，甘孜州农村牧区已建立小

学 100 多所，阿坝州已建立医疗机构

211 处。

一九六○年

9月，康定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开

学。

10月，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

员会在《对当前民族统战工作提出的

几点意见》中指出，截至 1960 年 10

月，四川省民族地区共安置民族、宗教

上层人士 3270 人。他们的经济生活

较之民主改革以前都有程度不同的改

善。

一九六一年

5月，成都、重庆等地应甘孜、阿

坝、凉山 3 个自治州的要求，派遣铁、

木、竹、石、制鞋、酿造、糕点、理发等行

业的 800 余名工人支援三州民族地

区，发展生产。

9月，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民

工委《关于藏、彝民族地区办好高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若干规定(草案)》，纠

正办社中的偏差，分别不同情况调整

合作社的体制和规模。

1961 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实现了

县县通公路，通车里程达 2081 公里。

到 1961 年底，甘孜、阿坝、凉山 3

个自治州有少数民族脱产干部 14941

人，占三州干部总数的 34．2 % 。

一九六二年

8月，中共四川省委同意甘孜、阿

坝、凉山 3 个自治州将试办的人民公

社改建为高级农(牧)业生产合作社。



12月，四川省文化局发出保护寺

庙文物，重点寺庙应有计划地进行经

常性维修的通知。

一九六三年

1月，中共四川省委批复甘孜州

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请

示，可以进行正面的社会主义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一律不搞“四清”。

一九六四年

7 月，四川省举行少数民族群众

业余艺术观摩演出，藏、彝、羌、苗等 8

个民族的 180 多名业余演员演出了 95

个节目。其中，59 个节目获优秀奖。

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

小平接见四川少数民族及其他省区少

数民族国庆参观团。

10 月，成都市孙传琪、巫方安等

400 多名知识青年到凉山州昭觉、越

西等县农村安家落户。

1964 年，阿坝藏族自治州漩口水

泥厂建成投产，年产水泥 5 万吨。

同年底，甘孜、阿坝、凉山 3 个自

治州的州委正副书记、州政府正副州

长中，少数民族干部占 32 % ；县委正

副书记、县政府正副县长中，少数民族

干部占 27．8 % ；区、乡领导干部，多数

是少数民族干部。

一九六五年

5 月，阿坝藏族自治州实现县县

通公路，公路里程达 2550 公里。

同月，凉山州农科所举办半农半

读文化技术学习班，培养农村彝族农

技人员。

同月，盐源县清水河机械提灌站

建成抽水。

9月，峨边县彝族聚居区西河水

电站建成投产。

同月，四川省第一届少数民族运

动会在凉山州昭觉县举行。

一九六六年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文

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

线，大肆破坏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打

击迫害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和少

数民族干部，打击迫害民族宗教上层

人士，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受到严重挫折。

同年，省对昭觉、盐源等 11 个少

数民族聚居县实行价格照顾，适当降

低了工业品销售价，提高了农副产品

收购价。

一九六七年

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威州公路

大桥建成通车。

凉山彝族自治州兴建民族工艺

厂。

西昌地区兴建西昌民族用品厂、

会理玻璃厂。



一九六八年

1月，茂汶羌族自治县革命委员

会成立。

9月，凉山彝族自治州革命委员

会成立。

10月，甘孜藏族自治州革命委员

会成立。

10月，阿坝藏族自治州革命委员

会成立。

同月，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红

原、阿坝、松潘等县群众组织间的派性

武斗被错定为“新叛”。

1968 年，西昌建成中短波转播发

射台。

同年，《凉山报》复刊。

一九六九年

汶川县七盘沟阿坝州牧业机械厂

建成投产。

一九七○年

5 月，四川省地理研究所泥石流

工作队到喜德县综合治理黑沙河。

7 月 1 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成昆路在凉山、西昌地区的线路有

337 公里，占全线总长的 33．4 % 。

一九七一年

6 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

秘书组设立民族工作室。

1971 年，在甘孜州海拔 4000 米的

理塘县建起一座日处理 100 吨甜菜的

糖厂。由于理塘县从未生产过甜菜，

结果报废。

同年，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色

达、稻城、乡城、得荣 5 个县长途电信

工程竣工通话，线路总长 1100 公里。

一九七二年

4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成都

召开“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民族工作会

议，研究讨论了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

政策问题。同年，省革委政治部成立

群工部，设两个民族处。

6月，四川省第二届少数民族运

动会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举行。

1972 年，阿坝州兴建总投资 289

万元的下庄电站。

同年，阿坝州在汶川县七盘沟兴

建金钢砂加工厂。

同年，阿坝州岷山机械厂试制小

四轮拖拉机成功。

一九七三年

2月 6 日，甘孜州炉霍县发生 7．9

级地震，波及甘孜、道孚、新龙、康定等

县。震中地区房屋倒塌，人畜遭到重

大损失。

2月，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我

省少数民族地区整顿和建立人民公社

的意见》。当时，藏族地区有 70 % 的

乡建立了人民公社。

3 月，甘孜州地震预报中心成功

预报了甘孜县 3 月份有 5．6 级地震，9



月份有 5．7 级地震，采取了预防措施。

两次地震倒塌房屋百余间，但无一人

死亡，只有一人轻伤。

4月，阿坝州《岷山报》复刊。

4月，若尔盖县红星公社畜防站

承担全国整理藏兽医药任务，整理出

版《藏兽医验方选》一书。同时，整理

藏医古典名著《医方四续》、《晶珠本

草》等 4 部藏医学著作。

6月，省商业局作出回民死亡补

助用布的规定。

7月，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恢

复建制，由扎西泽仁(藏族)任主任。

10月，省商业局、轻工局等省级

部门召开全省民族特需用品座谈会，

研究安排民族特需用品的生产和供应

工作。

12月，四川省民委在《关于我省

少数民族地区林木所有权问题的请示

报告》中，提出过去按政策规定划给集

体的山林，应承认其所有权，不得随意

变动，已收回的应退还集体；按政策规

定划给社员的柴山不要变动；按政策

规定划给社员经营的果树、竹木仍归

社员经营，已收回的应当退还给社员。

1973 年，甘孜州牧民口粮标准由

15 斤提高到 18 斤。

同年，省革命委员会群工部召开全

省少数民族杂居散居地区工作座谈会，

研究解决杂散居地区民族关系中存在

的问题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问题。

一九七四年

6月，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增加

2000名少数民族干部行政编制，补充

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6月，四川省教育局召开民族地

区普及教育工作座谈会，研究普及教

育和教育革命等问题。

8月，四川省民委向省委提出报

告，建议在省级有关部、委、厅、局配备

一名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以改变省级

机关民族工作薄弱的局面。

9月 5 日，中共四川省委同意省

民委《关于彝族文字问题的请示报

告》，决定对彝族原有文字进行整理、

规范。

11月，四川省民委经请示省委同

意，恢复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1974 年，雷波地震。

同年，阿坝州若尔盖县和阿坝县

分别建成乳品加工厂。

同年，阿坝州茂汶苹果出口 8 吨

到香港市场，售价接近当时的美国名

牌苹果“蛇果”的价格。

同年，凉山州喜德县从东北引进

30 头梅花鹿，饲养繁殖成功。

同年，甘孜州农科所完成大麦栽

培起源和种系发生的研究，纠正了我

国大麦是从西方引进的误说。

一九七五年

1月，四川省民委在凉山州昭觉

县召开彝族文字工作和彝区婚姻改革



座谈会，研究讨论《彝文规范方案(草

案)》的推广使用和彝区婚姻改革的有

关政策。

1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由四川

省民委主持国家出版局安排的《藏汉

大词典》编写工作。

3月，阿坝藏族自治州决定修复

红军长征纪念地巴西会议会址(若尔

盖县班佑寺)和懋功会议会址(小金县

两河口喇嘛寺)。

4月，阿坝州《阿坝报》藏文版复

刊。

8月，四川省第三届少数民族运

动会在阿坝州马尔康县举行。

10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民族工

作会议，研究民族地区当前急需解决

的问题和民族地区农业学大寨问题。

12月，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宣

传部、省民委《关于彝文规范试行方

案》的报告，同意在彝族地区试行规范

彝文。

1975 年，西昌大型机场建成投入

使用。

同年，甘孜、阿坝两州牧区开展

“草库仑”建设，封育草场。

同年，川西北草原开发利用研究

被列为 1976 年全国重点科研项目。

同年，甘孜州新建财经学校一所，

恢复商业学校一所。

同年，《凉山文艺》、《凉山歌声》在

昭觉创刊。

同年，为加强有关部门的民族工

作，省民委抽调干部分别去省文教办、

省计委、省经委、省财办，成立民族处。

并由省民委主任扎西泽仁兼任省文教

办公室副主任，省民委副主任杨东新

兼任省计委副主任。

一九七六年

1月，凉山彝族自治州及其所属

各县都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

5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省委

组织部、宣传部、财政局、商业局、农业

局、林业局等 6 个部、局配备少数民族

领导干部。

同月，四川省生物研究所草原工

作站改建为四川省草原研究所，该所

设在阿坝州红原县。

8月 16 日，松潘、平武一带发生

7．2 级地震。

8 月，雅安专区石棉县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

10月 21 日，凉山州盐源县发生

6．9 级地震，倒塌房屋 25000 多间，死

30 人，伤 432 人。

10月，阿坝州红原县肉类联合加工

厂建成投产。同时，建成一座冷冻库。

同月，阿坝州茂县岷江大桥建成。

1976 年冬，甘孜州石渠县发生百

年未遇的雪灾，冻死大量牲畜。

一九七七年

1 月，四川民族出版社恢复彝文



编辑室。

同月，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增设

彝语部。

同月，西南民族学院恢复彝语文

教研室。

2 月，凉山州将美姑县 黄茅埂牧

场改建为半细毛羊育种场。

3 月，《凉山报》彝文版创刊。

6 月，甘孜州炉 霍县仁达 电站动

工兴建，装机容量 1000 千瓦。

7 月，国务院批准适当调整提高

甘孜、阿坝、凉山 3 个自治州过去被取

消的工资区类别和生活补贴标准。

8 月，四川 省教育局 和甘孜、阿

坝、凉山三州教育局设立少 数民族语

文教材编译室。

8 月，四川省第四届少数民族体

育运动会在凉山州昭觉县举行。

同月，甘孜州农科所经过近 6 年

的探索试验，育成适于高原栽培的杂

交玉米良种康顶一号，比当地玉米品

种增产 22 % ～38 % 。

一九七八年

6月，四川省民委、四川省公安局

对于在甘孜、阿坝、凉山 3 个自治州工

作的外来职工家属子女，作出可以迁

回内地落户的政策规定。

9 月，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计委

党组《关于组织四个省辖市对口支援

三个民族自治州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问题的报告》，决定成都、重庆、自贡、

渡口(攀枝花)四个省辖市对口支援甘

孜、阿坝、凉山 3个自治州的经济文化

建设。

10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民族地

区工作会议，制定了促进农村牧区全

面发展的、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生产

方针，并制定了相应发展交通、工业和

文教卫生事业的政策措施。

1978 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四川省

西昌专区建制，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

首府由昭觉迁至西昌。米易、盐边两

县划归渡口市(攀枝花市)管辖。

一九七九年

2月，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

委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阿坝州、凉

山州部分地区所谓“新叛”的错案，予

以平反。

2月，甘孜、阿坝两州对历次运动

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改正错划右

派和错划成份。

3月，中共凉山州委对“文化大革

命”期间因发生杀黑彝的严重事件，黑

彝出走被错定为“新叛”问题，宣布予

以平反。

3月，阿坝州若尔盖县试办牧工

商联合企业。

3月，峨边县境内龚咀电站建成

投产，装机容量 75 万千瓦。

3月，阿坝藏族自治州威州水泥

厂建成投产，年产 1万吨水泥。

5月，阿坝州畜牧兽医研究所，用



普通良种牛冷冻精液改良牦牛见成

效。

9 月，甘孜州石渠县进行牧业现

代化试点。

10月，中共四川省委同意省委民

工委开展对国外藏胞工作。

11月，中共四川省委同意省委民

工委、省民政厅等省级有关部门提出

的解决民族地区边界争议和纠纷问题

的五条原则，并开始贯彻执行。

12月，伍精华(彝族)当选为四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2月，杨岭多吉(藏族)当选为四

川省副省长。

1979 年，甘孜州泸定县在泸定桥

畔建立红军长征陈列馆。

一九八○年

1月，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印经

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月，阿坝藏族自治州恢复藏文

编译室，各县藏族小学恢复藏文课。

5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设立民

族委员会，并组织检查团赴甘孜、阿

坝、凉山 3 个自治州检查民族政策执

行情况。

6月 6～12 日，中共四川省委召

开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工作座谈会，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

纪要》精神，落实民族自治地方政治上

的自治权，经济文化上的自主权。实

行休养生息，减轻群众负担，进一步放

宽经济政策，发展民族教育、文化、卫

生、科技事业，继续进一步培养、使用

民族干部。

6月，甘孜、阿坝、凉山 3 个自治

州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

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

7月，四川省政府决定，对四川民

族地区，除正常的教育经费外，从国家

给民族地区的各项补助费中安排一定

数额的经费解决民族教育的特殊需

要。

8月，国务院批准《彝文规范方

案》，在四川彝族地区正式推行规范彝

文。

8月，四川省第五届少数民族体

育运动会在甘孜州康定举行。

10月，平武县藏族地区发现秦汉

时期的文物，为研究当地民族及其历

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10月，《凉山文艺》彝文版创刊。

同月，《格萨尔王传》前三部，即

《仙界遣使》、《英雄降生》、《赛马登位》

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11月，四川省作家协会民族文学

委员会成立，由作家高缨任主任委员。

1980 年，甘孜州在康定、道孚、石

渠、色达等 9 县牧区兴办寄宿制民族

小学 10所。

同年，阿坝州红原奶粉厂扩建为

日处理 3 万公斤鲜奶的现代化乳品

厂。

同年，三州逐步推行农村联产承



包责任制。凉山州已有 98．5 % 的生

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一九八一年

1月，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发

生 6．9 级地震，死 150 多人，伤 300 多
人。

1月，省政府决定将阿坝州林区

的省属林业企事业单位下放给阿坝州

管理。

2月，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省委民

工委《关于做好我省杂居少数民族工

作的意见》，以进一步保障杂居散居少

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同月，阿坝州首届藏族民间绘画

艺术展览在马尔康展出。

3月，甘孜州文艺刊物《贡嘎山》

创刊。

4月，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

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主持搜集、整

理、翻译、出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

的工作。

5月，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红

军长征革命文物陈列馆建成开馆。

6月 16 日，在外漂泊 20 余年，客

居加拿大的原黑水大头人苏永和(藏

名多吉巴桑)回川定居。同年，补选为

省政协常委。

8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

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初步清理了忽视

民族特点，取消民族语教学等民族教

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

见。

9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同意省林

业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山权林权，落实

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以落实林

权，放宽政策，发展林业生产。

11月，恢复四川省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由天宝(藏族)任主

任委员。

11月，阿坝州若尔盖县兴办寄宿

制藏文中学。

11月，四川省民族地区农业现代

化研究会成立，并召开首次年会暨学

术讨论会。

12 月，盐边县兴办民族中学一

所。

截至 1981 年，成都、重庆、自贡、

渡口(攀枝花市)四市对口支援甘孜

州、阿坝州、凉山州的项目，每年在

100 项以上，并帮助三州培养了一大

批各类专业人才。

1981 年，阿坝州岷山机械厂生产

的牛奶分离器，被农机部评为优质产

品。

一九八二年

1月，中共四川省委民工委召开

会议，实事求是地处理了 1958 年前后

藏、彝族地区平息叛乱中的遗留问题。

2 月，四川省半农半牧区畜牧业

工作会议在西昌召开，研究了加快半

农半牧区畜牧业经济发展问题。

2 月，省里决定将甘孜州林区省



属林业企事业单位下放给甘孜州管

理。

4 月，四川省涪陵地区根据 国家

民委关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境地区部分

群众恢复土家族成分的意见，进行民

族成分鉴别和恢复部分居民少数民族

成分的工作。

5月 19 日，甘孜州泸定县彝族农

民毛光荣，在贡嘎山麓抢救遇险日本

登山运动员松田宏也。

5 月，省政府决定，将凉山飞播林

和木里县原始林交地方经营管理。

7 月，四川省民委、四川省卫生厅

联合召开藏医药工作座谈会，讨论继

承和发展藏医药问题。

7 月，四川省第六届少数民族运

动会在凉山州西昌举行。

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

务院副总理李鹏视察凉山彝族自治

州。

11月，凉山州磷肥厂建成投产。

12 月，四川 省伊斯兰教协会成

立。

1982 年，阿坝藏族自治州水电站

装机容量达 46000 千瓦。实现年人均

有电 62 ．4 度，高于全省用电水平一

倍。

同年，大熊猫比较集中的阿坝州

汶川县卧龙、耿达两乡被列为联合国

生物保护圈。

同年，冯元蔚(彝族)当选为中共

四川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一九八三年

1 月，凉山彝族聚居区第一所农

民文化技术学校在喜德县开学上课。

2 月，四川省藏语佛学院在康定

成立。

3月，彭水、黔江两县民族事务委

员会成立。

5 月，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

阿坝州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补充规定》。

8月，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

10月，四川省召开少数民族地区

先进科技工作者表彰大会。8 个民族

的 144 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受到表彰，

并给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20 年以上

的科技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10 月 19～22 日，国务院总理赵紫

阳在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蒋民宽陪同

下视察阿坝州松潘、南坪等地。

同月，阿坝州金川县医院成功地

进行了一次不完全断肢再植手术。

11月，四川省藏文中等专业学校

正式开学上课。

11月 7 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成立。

11 月 11 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成立。

11月 21～27 日，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在成都召开全省民族

工作会议。会议检查总结了 1980 年



三州工作会议以来的民族工作情况，

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

活经济，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

的措施。

12月，阿坝州汶川县被列为全国

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

1983 年，扎西泽仁(藏族)当选为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通达

(藏族)、韩邦彦(回族)当选为四川省

副省长。

一九八四年

3月，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

员会和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

《四川民族工作》杂志创刊(1985 年改

刊名为《四川民族》，1987 年又改刊名

为《民族》)。

4月，组织内地干部和技术人员

支援甘孜、阿坝、凉山 3 个自治州的经

济文化建设，实行对口派遣，定期轮

换。

5月，四川省第一次民族团结进

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成

都举行。

5月，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沿红军长征路线从会理

到若尔盖班佑进行实地考察。

5月，《彝族医药史》、《彝族动物

药》整理出版。

6月，四川省民族地区宣传工作

会议在马尔康召开。决定以后每年开

一次民族地区宣传工作会议，以推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7 月，阿坝州首届藏戏汇演在 红

原县举行。

同月，凉山州首届火把节物资交

流会在西昌举行。

同月，由重庆市民主同盟 和凉山

州联合创办的凉山大学成立，并 正式

开学上课。

7 月，凉山州 宁南县松新糖 厂和

老木河水电站(装机容量 5200千瓦 )

建成。

10 月 5 日，峨边 彝 族自治县 成

立。

10 月 9 日，马 边彝族自治县 成

立。

10月，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建设服务中心在成都成立 。

11 月 10 日，彭 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成立。

11 月 13 日，黔江土家族苗族 自

治县成立。

11 月 18 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成立。

11 月，四川 民族出版社恢复建

制。

到 1984 年底，四川省已恢复和新

建民族乡 98 个。

一九八五年

1月，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转发

省委民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杂散居

少数民族工作的意见》。



3 月 3 日，四川省民委、省财政

厅、省商业厅、省民政厅、省人事局、省

宗教局发出《关于进一步解决回民生

活习俗方面几个问题的通知》。

5月，四川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

在成都召开，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分类

指导，80 年代民族教育的总方针是抓

重点、抓质量、打基础，搞好中小学基

础教育，办好一批寄宿制学校，搞好民

族语文教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增加

教育经费等政策措施。

5月 29 日，在泸定县举行中国工

农红军飞夺泸定桥 50 周年纪念暨“红

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奠基仪式。由

邓小平题写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碑”碑名。

8月，四川省第七届少数民族体

育运动会在马尔康举行。

9月，阿坝州绵虒罐头厂建成投

产。

同月，金川金花梨在全国优质水

果评选会上获 1985 年度全国优质农

产品证书和金杯。

11月 10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召

开民族地区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经验，

落实“七五”期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规

划。

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

察凉山州、甘孜州和阿坝州。

1985 年，酉阳县万木乡和贵州省

沿河县黑獭乡的土家、苗、汉三族农民

集资购买两艘百吨货船，联办内河运

输，航行乌江，直航长江。

同年，全省已有 14 个市、地、州、

县召开了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表彰大会。

一九八六年

2月 17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的若干规定》。

7月 12 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甘孜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和《阿坝

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1987 年，《阿

坝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改为《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视察甘孜藏

族自治州。

10月 11 日，四川省民委、省教育

厅在会理县召开全省寄宿制民族中小

学教育工作会议。

1986 年，四川省民族地区科普宣

传队成立，分期分批派遣科普工作者

和科技能手到甘孜、阿坝、凉山 3 个自

治州及川东南民族地区传授科普知识

和技术，培养科普骨干。

一九八七年

1月 9 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会

议研究全省民族工作，要求各级领导

要解放思想，要有改革开放精神，要培

养人才，农业要搞好开发性商品生产，

要发展交通和能源，乡镇企业要从实



际出发，因地制宜。

2月，四川省发展资金管理领导

小组召开全省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

金和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开发基金管

理工作会议，明确规定了资金使用的

管理办法和措施。

3月 5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出

通知：石棉县享受少数民族县待遇。

3月 18 日，四川省民政厅、四川

省民委召开四川省西部民族地区扶贫

工作会议，落实扶贫政策和措施。

4月 15 日，四川省经济文化建设

展览民族民俗馆，在成都市四川省展

览馆开馆。

4月 22 日，由四川倡议的“甘肃、

青海、西藏、云南、四川少数民族毗邻

协作会”在成都成立。

5月 27 日，四川省杂居散居少数

民族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提出了

加快杂散居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抓好

扶贫工作，抓好民族乡和城市民族工

作的意见。

6月，德格县档案局在八邦乡旧

档案中发现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

1388 年)赐给杂甘司的敕书。

7月 2 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7月 14～17 日，中共四川省委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在阿坝州现

场办公。

7月 16 日，中共四川省委、四川

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扶持我省杂散

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有关政策问

题的通知》。

7月 18～25 日，在西昌举办凉山

州火把节物资交流会。有 24 个省

(区)的 1660 个单位参加，成交额达到

2．255 亿元。

7月 24 日，阿坝藏族自治州更名

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撤销茂汶羌

族自治县，设置茂县。

8月 17 日，全国第一个黄连贸易

专业市场在石柱县黄水区成立，并对

外开放。

8月 21 日，四川省牧区工作会议

在成都召开，决定建立牧草基金，建设

乡级畜牧兽医站。会议形成了《四川

省牧区工作会议纪要》。

9月 1 日，四川省民族理论学会

成立。

9月 16～22 日，四川省民族工作

会议在成都召开，形成了《四川省民族

工作会议纪要》。要求两个文明建设

一起抓，把民族工作推向一个新台阶。

10 月 15 日，甘孜州泸定县海螺

沟冰川公园一号营地开营。

10 月 16 日，涪陵建成调频广播

电视转播台。

10月，冕宁县观音岩 2×8000 千

瓦电站动工兴建。

11月 24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

准北川县享受少数民族县待遇。

12月 5 日，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

尔吉尔展出《四川省少数民族绘画工



艺品展览》。

12月 20 日，连接川滇两省的宁

(云南宁蒗)盐(四川盐源)公路通车，

全长 71 公里。

一九八八年

1月 9 日，阿坝州金川县川西云

母纸厂建成投产。

2月 5 日，全国彝族服饰展览在

西昌市开幕。

2月 25 日，中共四川省委邀约省

级机关部分领导和省委民族工作委员

会委员，就进一步做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民族工作进行座谈。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在

会上强调加强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作的

领导，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的

经济文化，做好宗教工作。

4月 1 日，泸定牛羊绒纺织厂试

制牦牛绒呢绒成功。

4月 7 日，西昌市礼州碱厂建成

投产，结束了凉山州不能生产烧碱的

历史。

4月 3 日，若尔盖县藏文初级中

学改办为藏文完全中学。

4月 15 日，阿坝州汶川县草坡电

站建成发电。该电站装机容量 3 万千

瓦，是阿坝州第一个骨干电站。

4月 25 日，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四川省交通厅等 18 个先进

集体，冯冰向、陈质静(女)等 37 名先

进个人在大会上受到表彰。

5月 18 日，国务院批准酉阳、秀

山、黔江、彭水、石柱 5 个县从涪陵地

区划出，设立黔江地区。

7月 11～13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

在康定召开现场办公会，帮助甘孜州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交通

问题和林业问题。

9月 11 日，四川省民委、省农牧

厅在泸定县召开甘孜、阿坝、凉山三州

苹果、梨子生产协作会议。

9月 21 日，省民委、省教委在理

县召开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改革研讨

会，着重讨论民族地区教育改革的战

略思想问题。

9月 26 日，甘肃、青海、四川少数

民族毗邻协作区在松潘县召开协作

会。

9月，红原县肉联厂的新产品“双

鞭汤罐头”获全国保健食品“金鹤奖”。

10月 6～10 日，四川省民委在成

都召开重庆、成都、自贡、泸州、内江、

乐山、绵阳、德阳、攀枝花九市民委(民

宗局、处)和凉山州民委主任座谈会，

学习贯彻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精神。

10月 22 日，凉山州“鸡鲜味精”、

“索马花皮衣”在全国“星火”展交会上

获金奖和银奖；石柱县“天安牌”纯兔

毛荣获金奖。

12月 15 日，省人民政府在成都

召开宗教界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甘孜县佛教协

会、阿坝县格尔登寺等 4 个集体和 9

名个人受到表彰。

一九八九年

2月 25 日，《四川省少数民族风

情展览》在香港展出。

2月 28 日，四川省支援不发达地

区发展资金管理工作会议在成都召

开，着重研究了扶贫和开发两大任务。

2月，峨边彝族自治县实现农村

初级电气化。

3月 6 日，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

作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成都召

开。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民委主任会议

精神，讨论研究了民族地区形势、发展

民族经济、加强民族团结、发展安定团

结大好形势、发展民族教育等问题。

4月 16～25 日，巴塘县连续两次

发生 6．7 级地震。

5月 11 日，中国水电工程学会、

中国能源学会、中国水利研究会、中国

生态学会的专家、学者和首都新闻界

人士，以及四川省有关科研部门联合

组成“三江考察团”，到康定考察瓦斯

河水能资源开发问题。

5月 12 日，国家级贡嘎山风景名

胜区木格措(康定县长海子)举行开营

仪式，正式向游人开放。

5月 16 日，四川省第二期民族乡

乡长培训班在成都开学。

6月 20～23 日，省政府在马边县

召开省、市(乐山)、县(马边)领导现场

办公会，着重研究开发马边磷矿开发

问题。

7月 22 日，凉山州西昌绸厂竣工

投产。

9月 22 日 10 时 25 分，阿坝州小

金县两河乡发生 6 ．6 级地震。

9 月 26 日，《峨边彝族自治县自

治条例》公布实施。

10月，甘孜州泸定县基本普及初

等教育。

10月 16～21 日，中共四川省委在

成都召开全省藏区工作会议，研究部

署藏区工作。

10月 22 日，四川省第八届少数

民族体育运动会在黔江县举行。

10月 23 日至 11月 11 日，四川省

人大常委会对林业、交通、农牧、财政、

物资、冶金、银行、税务、商业、供销、财

贸、计划、电力、国土、烟草、教育、文

化、卫生、劳动人事等 21 个部、委、厅、

局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情况进

行了重点检查。

11月 27～29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

在西昌召开现场办公会，帮助凉山州

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困难。

11月 21 日，四川省西部民族地

区扶贫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研究扶

贫措施。

12月 25 日，甘孜州色达县霍西

电站建成发电。



一九九○年

4月 13 日，赵世炎烈士塑像在酉

阳县龙潭镇赵庄揭幕，邓小平题写了

“赵世炎烈士像”碑名。

4月 17 日，四川省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工作领导小组恢复成立，由冯元

蔚(彝族)任组长，扎西泽仁(藏族)任

副组长。

4月 28 日至 5 月 1 日，酉阳、黔

江、彭水、秀山四县连续发生风暴灾

害，直接经济损失达 3400 多万元。

6月 27 日，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

法规报批程序的规定》公布实施。

7月 5 日，省“七五”重点能源建

设项目凉山州拉青水电站建成投产。

8月 2 日，凉山州承担的国家“七

五”重点科研项目《48—50 支半细毛

羊新品种培育》通过省级鉴定验收。

8 月，全国少数民族抢花炮邀请

赛在西昌举行，四川代表队获亚军。

8月 12 日，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

科普工作会议和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表彰大会在西昌召开。

8月 14～18 日，凉山州第七届火

把节物资交流会在西昌举行，成交额

达 2．8 亿元。

8月 25 日，红军长征纪念碑在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川主寺建

成，并举行落成典礼。刘华清代表党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到会剪彩并致

词。

9月 13～15 日，四川省第二次民

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

大会在成都召开，167 个先进集体和

226 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9月 24～26 日，四川省人民银行、

省农业银行、省建设银行在马尔康联

合召开四川省民族地区金融工作会

议，研究决定“八五”期间对民族地区

实行政策照顾的具体措施。

10月 17 日，西南地区培养选拔

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研讨会在成都召

开，研讨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干部队

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1月 15 日，中共四川省委、四川

省人民政府在昭觉县召开四川省西部

民族地区第二次扶贫工作会议。

11月 20 日，阿坝州承担印刷的

大藏经《丹珠尔》，在马尔康举行首发

式。

11月 20～25 日，四川省首届少数

民族艺术节在凉山州西昌市举行。

到 1990 年，在中央和省的重点扶

持下，经过 3 年多的努力，秀山、黔江、

彭水、石柱四县相继初步脱贫。









(1)先进集体

省交通厅

绵阳市北川县人民政府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奶粉厂

武警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支队

雅安地区宝兴县硗碛藏族乡

成都军区 56026 部队

自贡市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处

射洪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科

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委员会

万县市万洲食品公司

阆中县民族小学校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岷山机械厂

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南山傈僳

族乡政府

雅安地区石棉县栗子坪彝族乡

省财政厅综合计划处银行债务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接待归国藏

胞工作办公室

阿坝州军分区

(2)先进个人

冯冰向 汉

陈质静(女) 满

熊光明 苗

丁正明 傈僳

熊正文 苗

史志义 彝

牛 瓦 藏

张希令 汉

杨志先 羌

杨守义 汉

居里·却吉降措 藏

周传良(女) 汉

江 峰 彝

杨发美 彝

马嘉谋 回

刘 水 汉

谷金波 汉

起光禄 彝



马光龙 满

马万全 回

王存全 蒙古

海内凡 回

王志清(女) 汉

马德全 苗

柳恩梅 汉

何服生 土家

吴云鹏 回

石登山 苗

任荣安 苗

沙文波 回

卡拉·泽郎(女) 藏

王克林 羌

黄长莲(女) 汉

罗绒达瓦 藏

江郎阿牛 彝

余文学 藏

胡大祥 汉

(3)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四川

境内选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先进集体

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公社

昭觉县工农兵小学

布拖县民族皮革厂

喜德县人民医院

雷波县锦城中学

宁南县第二中学

普格县文艺工作队

会东县文教局

金阳县灯厂初级中学

西昌县兴胜公社德胜大队

美姑县工业交通局

会理县仓田乡

西昌市公共汽车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盐源县支行

德昌县金沙傈僳族乡

越西县瓦岩公社新村大队

冕宁县铁厂乡

凉山彝族自治州体育运动委员会

布拖县乌依铅矿采矿场采矿队

凉山彝族自治州水利电力勘测设

计队

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办公室机要科

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党校

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局

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干部学校

甘洛县胜利公社

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工作站

甘孜县城北乡第八生产队

炉霍林业局 812 林场

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干部学校研

究室

德格县城关小学

乡城县广播电视局

理塘县邮电局

炉霍县财税局

成昌兵站部巴塘大站机关党支部

康定县民族制革厂

康定县粮食局

道孚县养路段刷丹九道班

雅江县妇幼保健站

阿坝藏族自治州中心支行

马尔康县梭木乡古尔沟村

若尔盖县人民医院



红原县奶粉厂

金川县沙尔中学

汶川县加气混凝土制品厂

汶川县雁门乡中心完小

松潘县热务区中心小学校

茂汶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阿坝藏族

自治州南坪县中队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卫生防疫

站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堤区公

所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桑柘区鹿

青乡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

委员会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

会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海乡政

府

涪陵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涪陵地区粮油购销公司

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委员会

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乡

马边彝族自治县大院子区公所

乐山市金口河工农区共安公社林

丰村

犍为县食品公司罗城食品站

石棉县红卫中学

宝兴县硗碛藏族乡

汉源县卫生防疫站

雅安茶厂

渡口市财政局

渡口市教育局

渡口市交通局

盐边县水电局

叙永县水潦民族小学

叙永县人民政府

古蔺县观文公社

兴文县文印公社

筠连县大地公社新民小学

珙县王家公社麻园大队

宜宾师范学校

宜宾县双龙区风仪公社民族队

泸州市回民食品厂

合江县九支区顶子公社桅杆大队

北川县青片羌族藏族乡中心小学

青川青溪乡东桥村第一村民小组

平武大桥区泗耳藏族乡泗耳村

盐亭县人民政府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成都师范学校

成都市歌舞剧团

成都市金属工艺品厂

成都市蜀锦厂

成都市奶牛科学研究所

成都市中药材公司

成都市回民食品厂

成都市王胖鸭店

重庆市市中区清真北方食店

綦江县石 # 区万隆公社

重庆财经业余学校

西南合成制药厂

重庆市卫生局



阆中县委统战部

阆中县博树乡

南充市西城区街道办事处

内江县高山乡

自贡市工商联合会工商咨询服务

部

自贡市自井区食品公司

达县食品公司

万县市食品公司

56033 部队 2 营

56042 部队二机连

56107 部队 6 营

56026 部队理塘兵站

56026 部队甘孜兵站

87134 部队 61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89774 部队喜德

分站

色达县人民武装部

凉山军分区独立营

阿坝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

西南民族学院

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民族班

西南民院语文系彝语文教研室

阿坝藏族自治州师范专科学校中

文科八三级

共青团西南民院委员会

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兽医系

成都地质学院西藏地质基础补习

班

西昌师范专科学校

西昌农业专科学校

省武警总队第三支队六中队乌斯

河执勤点

四川省茶叶进出口公司

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

四川省交通厅公路局第三工程处

第五工程队

四川省商业厅民族贸易处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森林生态

研究室高山森林研究组

铁道部成都铁路局运输处

四川省电影公司宣传科民族语配

音小组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地矿处水文组

省委第二党校民族干部训练班

(2)先进个人

沙马日哈 彝

吉克斯且 彝

邢盛富 汉

巫立钢 汉

卢开才 彝

吴玉德 彝

公布次尔 藏

贺耀华 汉

余福开 彝

马嫫日娓(女) 彝

陶光壁 汉

骆洪述 汉



侯银万 彝

巴莫尔哈 彝

高朝芬(女) 汉

喇高左 蒙古

莫色阿足足(女) 彝

刘泽钊 汉

曲 子 彝

戚明德 汉

沈学文 彝

阿九鲁力 彝

陈志清 彝

廖仕廉 汉

毕玉华 汉

沈文廷 彝

张作文 汉

吉克尔格 彝

张仕桢 汉

王大喜 汉

朱果各 彝

张时达 汉

张龙昌 汉

蒋泽学 汉

倪海明 彝

甘 措(女) 藏

格绒彭错 藏

亚 巴 藏

扎西大吉 藏

吴英才 汉

李康成 汉

仁真郎加 藏

里 居 藏

张宗慈(女) 汉

王奕强 汉

倪红军 彝

吴 穷 藏

柯 兆 汉

赵维栋 汉

唐前根 汉

李德才 汉

梁长命 藏

马昭怡(女) 回

李如根 汉

曾清华(女) 汉

谢尔洛 藏

降 泽 藏

姜宪弟 汉

百 岁 藏

王德华 汉

徐仁里 汉

王芸芳(女) 汉

莫塔尔 藏

王德富 汉

彭栋良 藏

陈松立 汉

杨正荣 藏

彭朝炯 汉

陈木滚 藏

牟洪明 藏

陈美权(女) 汉

陈 亮 汉

宋 仁 藏

陈荣光 汉

朱派贵 汉

冯正纲 汉



白正清 藏

杨泽丹 藏

杨秀云(女) 羌

章光泉 汉

陈素华 羌

赵正良 汉

李朝忠 汉

余三学 羌

林周他 藏

卡 沙 藏

姜良才 汉

任家谦 汉

石化世 苗

刘水仙(女) 苗

胡远宏 汉

王诗明 回

胡玉萍(女) 回

龙淑英(女) 苗

熊胜美 汉

晏忠宇 苗

罗中会 苗

徐代义 汉

张光福 土家

黎永万 汉

林树春 汉

温天眷 土家

徐凤霞(女) 土家

冉景清 土家

宋玉鹏 汉

张锡元 汉

碾者罗布 彝

吴兴田 彝

袁子英(女) 汉

乌尔大摩 彝

李同寿 苗

刘忠荣 汉

杜正群 汉

王文富 回

苏德明 回

王国斌 藏

金占辉 彝

阿力姆(女) 彝

胡锦江 汉

杨明清 藏

熊万福 彝

李国良 彝

李凤珍(女) 回

谷德会 傈僳

涂加程 汉

杨继珍(女) 傣

兰顺祥 傈僳

杨正华 彝

李应均(女) 汉

李洪阳 彝

罗文相 苗

侯良德 汉

刘正仁 汉

黄朝均 苗

朱文清 彝

买长荣 回

黄桂民 苗

黄银富 苗

熊绍明 苗

马继荣(女) 回



娜玉梅(女) 满

项泽之 苗

邓家宗 汉

李 立 满

苏子君 回

乔邦成 羌

刘海深 回

穆文君(女) 回

马春林 回

马文发 回

陈明源 回

穆国银 回

马有明 回

张廷俊 汉

益当早(女) 藏

杨光才 回

郑太琪 汉

马嘉谋 回

张世文 回

王康林 回

张勋元 回

陈敏忠 回

黎辉顺 回

苏家麟 满

吴振华 满

刘显之 蒙古

板 登 藏

鲁承宗 汉

沈孝贵 回

哈慧玲(女) 回

赵 琼 白

余 层 回

宋文兰(女) 回

苏 文(女) 满

杨绍荣 苗

熊万华 苗

苏尊佑 回

布姆玛(女) 藏

王先华 回

保天富 回

马文波 回

马清贵 回

苏尊相 回

周荣寿 回

苏德秀(女) 回

马文芳(女) 回

沙文波 回

郝仕孝 回

蔡时学 回

马昌义 回

保文全 回

叶永东 满

马章凯 回

尹静伯 回

赵自珍 汉

老 丹 藏

陈兴旺 汉

沙马铁哈 彝

陈良成 汉

刘巨洋 汉

胡义文 汉

唐心曜 汉

向孟泽(女) 汉

马绍兴 回



龙录国 汉

张发品 羌

张子屏 土家

邹弘杰 汉

王宪章 汉

董群林 汉

刘永绥 汉

钟岷秀 汉

邹良明 汉

海宇亮 回

韦尚能 壮

余东明 汉

邱友史 彝

周 瑜 汉

杨 琴(女) 汉

李世佐 汉

伍典汉 布依

扎喜泽仁 藏

甘庆坚 高山

钟淑华(女) 高山

朱照祥 汉

毛 勇 彝

马 林 汉

张绍昌 汉

冯国安 汉

孔 丁 汉

何明贤(女) 汉

屈智俊 汉

张鹏举 苗

朱振安 汉

杨清白 苗

贾子修 汉

韩兴邦 汉

土登尼玛 藏

吴家荣 汉

何天祥 蒙古

苏成纪 满

袁明析 汉

江海滨 汉

蔡永祥 彝

周世永 汉

何承纪 藏

杨桂余(女) 汉

泽 拍 汉

马龙香

连 铭

张安祥 汉

袁友文 汉



(1)先进集体

成都市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

公室

崇庆县政府民宗科

成都市金属工艺品厂

成都市第二十八中学

成都市回民食品厂

成都市公安局浆洗街派出所

綦江县适中乡人民政府

重庆市市中区回民餐厅

重庆财经学校民族初中班

西南农业大学

富顺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办

公室

冶金工业部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

攀枝花市教育局

攀枝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九三学社攀枝花市委员会

古蔺县人民政府

九三学社泸州市委员会

合江县九支镇新龙坪苗族村民院

绵竹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科

什邡县洛水镇人民政府

绵阳市民族宗教处

绵阳市人民政府农业办公室

盐亭县民族宗教科

绵阳市市中区清真寺管委会

广元市肉类冷冻厂

青川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科

射洪县太和镇保和村党支部

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人民政府

隆昌县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中共峨边彝族自治县西河区委

乐山市教育委员会

马边彝族自治县交通局

乐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筠连县高坪苗族乡人民政府

兴文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屏山县新市区公所

宜宾师范学校

珙县玉和苗族乡政府

忠县东溪区公所

万县市食品公司

南川县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办

公室



南川县南坪镇后山村村民委员会

四川省武陵山制药厂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凯机械

修配厂

黔江地区商业局

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临溪区委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黄家坝区

公所

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南充市清真饭店

阆中县博树回族乡人民政府

阆中县民族小学

渠县人民政府宗教民族科

大竹县竹阳镇人民政府

汉源县第一中学

宝兴县硗碛藏族乡

雅安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雅安师范学校

汉源县民政局

石棉县农业局

雅安地区财政局

石棉县回隆彝族乡叶坪村村民委

员会

茂县汽车队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农业学校

松潘县人民武装部

中共理县委员会统战部

中国农业银行马尔康县支行

红原县民族寄宿制学校

小金县木坡乡党委、乡政府

金川县体育运动委员会

南坪县大录乡人民政府

阿坝州若尔盖县藏医院

阿坝州若尔盖县粮食局城关粮站

黑水县政协委员会

黑水县人民医院

阿坝县公安局

汶川县映秀初级中学

甘孜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

甘孜州财贸学校

四川省地震局康定地震中心站

白玉林业局七一四林场

得荣县广播电视局

甘孜县公安局

白玉县商业局

九龙县大河边区委、区公所

四川省电力工业局磨房沟发电厂

四川省处理边界纠纷领导小组办

公室

成都铁路局西昌铁路分局

四川省农村电话局

四川省劳动厅

四川省泸沽铁矿

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微波总站

四川省妇联权益部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

四川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四川省第一测绘大队

四川省公安厅一处二科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

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省交通厅战备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

四川省总工会干部学校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政法委员会

办公室

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科普工作队

省农牧厅赴黔江县定点帮县扶贫

工作组

四川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果

树病虫防治组

共青团四川省委统战部

四川省交通厅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

室

四川省都江堰市民族金属制品厂

四川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

四川省卫生厅

四川省民族贸易土杂中药材经营

部

四川省盐源劳改支队

四川省体委社会体育处

四川省商业厅民贸处

中国农工民主党成都市委员会

民革四川农业大学支部

民盟四川省委社会服务部

民进四川省委智力支边组

民建内江市委、内江市工商联

成都军区 56016 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87134 部队

61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56100 部队 3 营

成都军区第一通信总站 4 营

四川省军区阿坝军分区

金川县人民武装部

中国人 民解放军 56255 部 队 15

分队

武警甘孜藏族自治州支队得荣县

中队

武警四川省总队凉山支队昭觉县

中队

武警四川省总队阿坝州支队

武警阿坝县中队

四川师范学院

西南师范大学

华西医科大学医学院

西南民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西南民族学院

(2)先进个人

金昌瑞 朝鲜族

张永成 回族

丰德基 蒙古族

保 生 藏族

杨绍东 苗族

吴应嘉(女)

黄昆山 壮族

冉启纯 土家族

关志恭 满族

锁开敏(女) 回族



苏才琼(女) 回族

谢家成 土家族

胡集权 蒙古族

贺宗银 傈僳族

洪仕德

范耀林

黄德文

熊子友 苗族

冯世新

贺吉友 傈僳族

马元义 回族

康 斌 苗族

白寿山 回族

杨中华 苗族

马武慧(女) 回族

杨甲贤 彝族

穆 云 回族

邓启凤(女) 回族

李德龙 回族

蹇洪秀(女) 羌族

益当早(女) 藏族

罗良才 回族

马文通 回族

袁荣秦

穆中荣 回族

马昌友 回族

马友明 回族

马万全 回族

马银珍(女) 回族

杨洪均 苗族

陈少平

杨国品

宋 良 羌族

马有嘉 回族

苏尊玮 回族

邬俊彦

曹荣火

张海波 彝族

王银洲 汉族

王尚先

蔡正钦 回族

沙库妈麻(女) 彝族

李兆亮

李同寿 苗族

杨家全

尹静伯 回族

赵学芳(女) 土家族

石维植 苗族

郎富远 土家族

周万英(女) 土家族

王诗明 回族

冯文超 苗族

李宗德 土家族

刘德昌 土家族

刘学普 土家族

陈明健

喻廷太

宋万珍(女)

赵锦珍(女) 土家族

王茂怀 苗族

陶国琴(女) 苗族

苏训祺 回族

黑来罗批 彝族

余相全 苗族



黄天元

黄显鉴 回族

陈云秀(女) 满族

牟明友 回族

冯义银

卞绍明 回族

马本杰 回族

吴希贤

鲜开体

张化鲲

王传绪 藏族

刘汉枢

旦 科 藏族

唐忠良

欧 钰

周觐章 羌族

徐耀敏(女)

谭仲明

万斌全 藏族

董玉树

马寿勇 回族

朱成源

董毅瑞

陈大千

格西泽郎 藏族

王文林

阿基模 藏族

敖良礼

赵 曦

辛哲生

左代龙 羌族

赵雄志

袁公权

泽拉俊(女) 藏族

庄成秀(女) 刘瑞一

杨世清(女) 藏族

吕国富 彝族

嘎马能珠 藏族

李远贵

杨文有 藏族

阿沙绒珠 藏族

周全洪 藏族

谢椿人

周安林

邓寿全

邓俊康

甲登洛绒向巴 藏族

朱 珠 藏族

冯 彪

安 旭(女) 藏族

金学文 藏族

陶光达

打 勒 藏族

居里·却吉降措 藏族

洛桑拼错 藏族

杨代明

苏呷沙且 彝族

曹科材

吴鲁清 彝族

何德昭

刘贵发 彝族

马新民 彝族

吉克乌作 彝族

商新民 彝族



许丛龙 彝族

谢开明

徐仁宽 彝族

刘阿牛(女) 彝族

马思军(女) 回族

扎 拉 藏族

何伍呷 彝族

李映成 彝族

李正富 彝族

撒启义 回族

杨正和 彝族

杨国发 傈僳族

阿 牛 纳西族

刘世英(女)

高川富(女)

黄拉哈 彝族

勒尔说古 彝族

勒比果各(女) 彝族

吴继化 彝族

喇高佐 蒙古族

伍兴蓉 布依族

赵美成 傣族

卢永丰 白族

覃志红 壮族

严静珍(女)

黄善元

马光兴 回族

胡炬前 彝族

吴 枚

汪孟琼(女)

天 波(女) 藏族

曹凤贺 回族

王自先

易成泽

刘晓华

李克驹

程明慧(女) 苗族

陈子富

陈 铃

陈临彬

刘朝清

孙文灿

孟宪和

刘照光

张家福

刘加勋

段书缀(女)

严毓祖

薛世华

马黑木呷 彝族

李柳荪

尹才鹏

阳选才

乌 呷 藏族

何世义 满族

王天才

王成贤

鄢正刚

意西泽仁 藏族

杜品光

郭万祥

傅道政

闵步成

曾庆新



陈其太

江朝林

肖俊西 藏族

何晓平 藏族

刘其昌

章 紫(女)

赖仲铭

邓昌军

杨庆华

红 晓 藏族

魏世伟

温天光

高廷文

何 平

毛正明 彝族

唐炎明

李志林

伍厚恺 回族

张光伦

胡小明 土家族

张惠堂

毛光文 彝族

姜彦敏(女)



(一)第一届编委会(1960～1966)

主 任 黄觉菴

副 主 任 果基木果(彝族) 阿旺加错(藏族)

潘伯黎 贾生采 尚 理

办公室主任 杜桴生

副 主 任 李仕佐

(二)第二届编委会(1980～1985)

主 任 扎西泽仁(藏族)

副 主 任 孙自强(彝族)

办公室主任 陈叔乾

副 主 任 张全昌(彝族)

(三)第三届编委会(1988～1990)

主 任 康镜明

副 主 任 孟铸群

办公室主任 周锡银

副 主 任 伍 湛



(一)《四川省志·民族志》各篇、章撰稿人员名录

概 述 伍 湛

第一篇 王和平 周锡银

第二篇

第一章 冯 敏 第 八 章 满 莹

第二章 李绍明 李汝能 王瑞玉 第 九 章 周锡银

杨健吾 袁晓文

第三章 周锡银 王瑞玉 刘辉强 第 十 章 李星星

第四章 伍 湛 第十一章 陈明芳

第五章 张泽洪 张 利 罗凉昭 第十二章 徐 铭

第六章 朗维伟 龙正学 第十三章 罗凉昭 李 锦

第七章 李 锦 罗凉昭 第十四章 陶利辉

附 录 张全昌 伍 湛

(二)《四川省志·民族志》第四届编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名录

办公室主任：伍 湛

办公室秘书：彭时芳

(三)曾经承担过《四川省志·民族志》任务的工作人员名录

冯肇伯 张跃秋 刘敬远 周莲仪 肖远煋

吴建国 苏 克 关大中 王克诚 韩琼芳

何新民 许梦慈 陈一石 曾文琼 益西娜措



编纂《四川省志·民族志》，是历史

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四川省志·民族志》，作为《省志》

的一个组成部分，专卷出书，这是对我

国方志历史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对于

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巩固伟大祖

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全面

振兴，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另一

方面，由于编写民族志政策性很强而

且四川又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地域辽

阔，民族众多，宗教多样，历史久远，情

况繁杂，要编纂好《四川省志·民族志》

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四川省志·民族志》的编纂，自始

至终，都是在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和中国民族志指导小组的指导与中

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四川省

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的。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新编四

川省志工作启动时，四川省民族事务

委员会即组成了《四川省志·民族志》

的编纂机构。在几年的时间里，收集

整理了一批历史与现实的资料，开始

了某些章节的试写。可惜这一工作由

于“文革”十年动乱而被迫终止。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省志》

工作重新上马。四川省民委于 1980

年又组建了《四川省志·民族志》新的

编纂机构。其后，随着情况的变化，编

委会又于 1985 年、1991 年和 1995 年

及时作了调整。

《省志·民族志》的编纂工作有序

地进行，大致是从 1986 年开始的。其

后的 10 年，分为下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定位、定向。制定《四

川省志·民族志》一书的编纂方针及编

纂大纲。我们反复摸索、多方比较研

究，最终还是决定“按民族分篇编写”，

即以民族为序，横排立项而纵述之。

看来抓住民族志书“横排”方面的特殊

性，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第二阶段：组织撰稿。我们运用

系统工程原理，将全书视为总课题，根

据它的内部结构要素，析为 19 个子课

题。按照课题承包“定质、定量、定时、



定人、定课题费”的五定责任制，分别

承包给 20 余名民族方志的专家学者

组成的课题组。实践证明：这种办法

有效地调动了修志者的责任心和积极

性。他们翻山越岭，奔赴彝寨藏乡，调

查研究，收集资料；他们竭心尽智，字

斟句酌，写出总量达 140 万字的初稿。

第三阶段：总纂和审、定稿。总纂

是遵照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和中共四

川省委民工委、四川省民委共同审定

的总纂大纲进行的。实行主编负责

制，由主编、副主编共同对志稿补充、

订正或删改。审稿是把好志书质量关

的终端工程。我们采取了两方面的举

措：一方面是分散审查，将各子课题编

写组陆续写好的志稿在《四川民族史

志》杂志上刊出，分送全国各民族院

校、科研单位、民族工作机关，恭请广

大读者审查；另一方面是集中审查，邀

请了四川民族工作的老领导冯冰向、

李祎辉和省民委主任朱洪明，以及四

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民族》杂

志社、西南民族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和专

家们对总纂稿本提出修改意见，使志

书日臻完善。然后于 1997 年 8月，向

《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呈送了 80 余

万字的送审稿。

《四川省志·民族志》在编写过程

中，承蒙四川省省级机关有关部门、四

川民族地区各州、县党委和政府的大

力支持；承蒙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

院、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图书馆等单

位的鼎力相助，谨致谢忱。

本书的图片，部分由侯荣华、郎维

伟、荣耀泽仁、周锡银、冷文浩、安图提

供，部分来自民族出版社 1985 年北京

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画集丛刊《四

川》卷。本书使用的资料，除编写组直

接调查的以外，均引自历史文献和有

关的民族类书刊，我们特向以上著作

的作者和出版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收集的资料尚不完备，

特别是编者的水平有限，疏漏、错误之

处难免，敬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2000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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