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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它产生于统一战线!发展于统一战

线!是政协履行职能*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一项有益于今人*惠及后世的文化事业!在服务于社

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以四川省.甘孜州文史资料/的第
D

辑到第
((

辑为例!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角度!分析与阐述了该资料编纂的时代背景*作者群及其作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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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四川省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建设项目成员,

何洁!

D*G*

( "#女#四川筠连人#历史学硕士#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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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编纂的时代背景

文史资料工作是
D*+)

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

D*+*

年
@

月
(*

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上讲话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希望过了

")

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

D

+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全国各地的

文史资料工作开始启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文革%十年中#文史资料工作陷于停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党和政府再次发出抢救史料的号召#全国各地先后建立文史资料委员会#设立文史资料办公室#广泛

搜集)出版地方文史资料#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文史资料工作#就起步于这

一时期!

&

D*H)

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恢复工作#并在州府康定召开了五届一次全委会议#会议提出$加

强文史资料的撰写工作#为发展历史和科学文化服务%

*

(

+

!(

&

D*H@

年#甘孜州政协第六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正式设立$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编撰委员会%

*

(

+

@"

#专门负责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整理和编辑工作&

截至今年#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已出版0甘孜州文史资料1汉文版
D

(

((

辑)藏文版
D

(

@

辑以及

由冯有志编著的0西康史拾遗1文史资料上)下)续
!

册&

0甘孜州文史资料1汉文版内部资料第
D

辑于
D*H(

年
D(

月发行#到
())+

年
D(

月出版了第
((

辑0纪念

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专辑1#前后共选辑有关政治)军事)金融)文教)科技)卫生)经济)宗教)民族)人物)社会生

活等方面回忆性史料
@))

余篇&其中#专门为泸定县)藏族宗教界爱国人士阿旺嘉措)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

@)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

周年)红军长征
G)

周年出版专辑#并专门选编了藏族谚语专辑&

())G

年#

甘孜州政协还遴选了甘孜州文史资料中的部分文章#编辑为0甘孜州文史资料集萃1第
D

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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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内容

**



!一"西康解放前历史状况研究

近代以来#甘孜地区处于大变革的历史时期#0甘孜州文史资料1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角度展

示了这一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生动地记述了近现代甘孜藏族地区的风云变幻&

D̂

重要历史事件的回忆及评论

在近代康藏历史发展进程中#多种矛盾交织#多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历史事件丛生&康区先后发生了

$赵尔丰经边%)$尹昌衡西征%)$藏军东侵%)$刘文辉接管西康%)$西康省筹建%)$大白事件%)$巴塘事变%)$红

军长征%)$诺那事变%)$甘孜事变%)$西康建省%等众多历史事件#这些均是对康藏历史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

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对事件的回忆以及相关的评论#0甘孜州文史资料1浓墨重彩地予以反映&

有关
D*!)

年代康区的$三大事变%#相关回忆文章有0$一九三二年巴塘事变%简况1

*

@

+

D)@

)0$诺那事变%概

述1

*

@

+

D)H

)0甘孜事变的前前后后1

*

@

+

D(!

)0回忆甘孜事变经过1

*

+

+

D

)0甘孜孔萨土司家族史略1

*

"

+

DH+等&对西康近

代的历史#

D*HG

)

D*H*

年甘孜州政协单独印行了冯有志编著的0西康史拾遗1文史资料上)下)续
!

册*

G

+

#

D**!

年
D(

月
!

册又合印为
D

辑#对西康建省前后的历史作了多侧面的论述&另外#对于西康建省的全过程#0甘

孜州文史资料1第
(D

辑登载了高秉鑫编著0西康历程1

*

H

+

DW(*+一文#详细叙述了西康省筹建)成立过程以及解

放后西康省的情况&甘孜州政协和甘孜州各县协作编印的0甘孜州文史资料2纪念红军长征
G)

周年专

辑1

*

*

+

#回顾了红军长征经过甘孜各地成立苏维埃博巴政府的情况#记载了红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英雄事

迹#缅怀了甘孜地区为中国革命事业光荣献身的烈士&

(̂

各族知名人物传记

甘孜地区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各族人民在这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0甘孜州文史资料1记

载了许多近代甘孜各族知名人物的事迹#包括已故近代知名学者)英雄模范)军政人物以及康区著名土司)活

佛)格西等&比如对著名的宗教界爱国人士阿旺嘉措#0甘孜州文史资料2阿旺嘉措专辑1

*

D)

+专门选登了
D)

篇阿旺嘉措的革命战友)同事)弟子)亲属的回忆文章#回顾了阿旺嘉措的一生&0甘孜州文史资料1还选登了

长征期间援助过红军)后来为了西藏的解放事业而光荣献身的格达活佛传记*

DD

+

DD

#长征中藏族独立师师长马

骏的传记*

D(

+

@G

#以及朱刚夫*

D!

+

""

)王寿昌*

D@

+

D)@

)罗洪则拉*

D!

+

H)

*

D+

+

")

)日库活佛*

D"

+

!@等爱国人士的传记&此外#还

专门整理了近代康区的知名人物降央伯姆)夏克刀登)刘家驹)格桑泽仁的传记*

D+

+

D(!以及德格八邦寺喇嘛)

藏族传统唐卡画的杰出代表人物通拉泽翁的自述传*

DG

+

D+D等&

!̂

解放前康区各地区的政治社会状况

康区土司的兴衰史&康区的土司制度#源远流长&在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中#康区是最早推行土司制度

的地区&自元代以来#康区形成了无数大小封建土司)头人割据的封建农奴制度&清代#虽然康区多次实行

改土归流#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甘孜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后#土司制度才被彻底废除&土司制作为康

区重要的政治制度#是了解康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把钥匙#对康区各土司的记载是0甘孜州文史资

料1的最重要的内容&有关康东土司的记载有0明正土司蛇蜡喳吧被戕年代小考1

*

DH

+

D!+

)0泸定土司的历

史1

*

D*

+

("

)0泸定沈边土司兴衰史1

*

()

+

()!

)0清末民国年间丹巴县的封建土司制度1

*

@

+

"+等,有关康北土司的记载

有0$德格二土司%多吉僧格和昂翁降白仁青1

*

D@

+

D+

)0甘孜孔萨土司家族的由来)世系及其兴衰经过1

*

DD

+

DH

)0霍

尔章谷土司历史概况1

*

()

+

DG+等,有关康南土司的记载有0康南理塘土司概况1

*

DG

+

G)

)0清末改土归流前后的雅江

绒批土百户1

*

D!

+

D@)

)0崇喜土司家族1

*

(D

+

DD*

,对康区土司制的综合研究资料有来作中的0清王朝在川边藏区的

土司设置1

*

D!

+

**一文#该文是在有关史籍的基础上实地调查所得#详细考察了康区的明正)理塘)巴塘)德格四

大土司&

康区宗教教派及其主要寺庙的沿革)宗教佛事活动&甘孜州在解放前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地区#天主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四大宗教在甘孜藏区并行#其中藏传佛教在甘孜州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分布较广#

甘孜地区在解放前也形成了特殊的$政教联合%统治形式&据统计#民主改革以前#甘孜地区共有
+*G

座寺庙

教堂#其中有藏传佛教寺庙
+GG

座&经过宗教制度改革#废除了封建宗教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甘孜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级政府陆续批准开放宗教活动场所
+!(

个#其中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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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寺庙
+D+

座&对这些宗教寺庙的历史沿革)宗教佛事活动的记述#也是0甘孜州文史资料1的重要内

容之一&其中#对影响较大的宗教寺庙的历史沿革的记述有'0简介康定的回族和清真寺1

*

+

+

H!

)0霍尔十三寺

之一的炉霍寿灵寺史介1

*

+

+

H*

)0康区花教寺庙(((高日寺1

*

()

+

(DD

)0乡城桑披寺历史片段纪实1

*

D@

+

!)

)0巴塘康宁

寺1

*

(D

+

!@*

)0巴旺松安寺1

*

(D

+

!"D

)0乾宁惠远寺1

*

(D

+

!G)

&对宗教佛事活动的记述有'0炉霍政教合一的大祈祷法

会1

*

DD

+

"(

&另外#朱革的0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播1

*

D"

+

D++一文#对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播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

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重点分析了康区的宁玛)噶举)格鲁等教派的情况&

康区各地的风俗习惯及其历史演变&历史上#康区与邻近的安多相类似#一直处于部落众多)彼此分立)

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因此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和文化遗存&郎加)沙古的0炉霍勒宗四部落的

政教和婚丧习俗1

*

((

+

@+一文#考察了炉霍勒宗四部的婚丧习俗,而0鱼通$公嘛%经文目录调查记实1

*

DG

+

D"G一文#

则考察了康定鱼通地区遗存的宗教活动$公嘛%&

康区地方内部的冤家械斗&解放前#康区地方内部往往因牧场)领地或其他原因而发生一些较大的纷争

和械斗事件&0解放前巴塘东南区冤家械斗概述1

*

@

+

H*

)0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及其与下属头人之间的纷争械

斗1

*

DD

+

@@

)0朱倭土司与炉霍地方势力的械斗1

*

DG

+

D+@等文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前在康区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

影响广泛的几次械斗的情况,0炉霍觉日)木娘两寺九十年械斗始末1

*

+

+

!*一文则详细介绍了两寺从
DH")

年至

D*+)

年长达
*)

年时间的纷争械斗&

@̂

解放前康区的经济教育状况

康区的商业从明清起逐渐繁荣发展起来#以茶马古道为纽带#形成了许多新兴的城镇#康定也逐渐成为

康区的商品集散中心&0甘孜州文史资料1对解放前康区经济方面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方面#集中

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在康区流通的货币&0四川藏洋始末1

*

((

+

"H

)0我所知道的康定中央银行及法币贬值情

况1

*

((

+

D@+

)0藏币券1

*

H

+

(*"等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康区流通的货币如由西康省发行)国内唯一由省级地方银行发

行的纸藏币进行了详细介绍&另一方面#对康区特别是康定城的商业情况作了较多的记载&如0解放前康区

的商品交换1

*

DH

+

D(!

)0解放前康区商业简述1

*

()

+

(*

)0我对康裕公司的回忆1

*

((

+

HH等文对民国时期康区的商品交

换)商业情况)新兴企业作了介绍&另外#对解放前康区的黄金生产也作了介绍#如清末和民国时期康区九县

黄金开采概况*

DH

+

D

)解放前甘孜藏区的黄金生产情况*

D(

+

DD)

&

康区的近代教育事业启蒙于赵尔丰改土归流时期#赵尔丰的经边六事中#兴学即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内

容&民国初期#由于战乱#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边区的教育#康区的民族教育裹足不前&刘文辉入主西康后#非

常重视教育#在康定设立了西康师范学校等&西康建省后#西康地区又相继建立起了国立巴安师范学校)康

定边疆师范学校等#民族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0甘孜州文史资料1对各县教育的记载有'0解放前巴塘县的

文化教育事业概述1

*

@

+

H!

)0解放前乡城县教育事业概述1

*

D!

+

D"(

&对民国时期西康成立的学校的记载有'0回忆

开办初期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1

*

()

+

D!+

)0解放前的西康省立第一边疆师范学校1

*

()

+

D"D

)0民国时期

康区师范教育史略1

*

()

+

D"+

)0解放前康区的民族教育1

*

DG

+

"@

&

!二"西康解放后的回忆及评论

D̂

西康解放以及甘孜人民支援进军西藏的情况

D*@*

年
D(

月#民国西康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在成都联合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西南

军政副长官潘文华通电率部起义#在康定的西康省代理主席张为炯也随即率领省会各界人士宣布起义&

D*+)

年
!

月
(@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康定#

(G

日#西康全省解放&来作中)邓俊康0西康解放前后1

*

@

+

D!+

)

曾文甫0康定起义与解放纪实1

*

DG

+

(D等文#详尽地介绍了西康解放前后的情况&

解放西康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以及第二野战军向进藏部队发出了解放西

藏的动员令&为了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西康省在康定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在进军沿线成立各族各界人民

支援委员会#并抽调了大批干部随同入藏开展群众工作#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甘孜州政协文

史办公室专门撰写了0甘孜州解放初期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简介1一文*

DH

+

D+(

#介绍甘孜州支援解放军进军西

藏的情况&理塘县政协办公室也记载了理塘县支援十八军进军西藏的详细情况*

D"

+

D)

#正师级的离休干部曾

D)D

王
!

川
!

何
!

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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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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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扎回顾了巴塘支援十八军进藏的情况*

D"

+

D

)郭效孺则回忆了支援十八军进藏在康北组织支前工作和生活

情况*

DH

+

D")

&

(̂

甘孜州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情况

解放后#西康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地州级民族自治区&

D*++

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改称西康省藏族自治

州#

D)

月西康撤省并入四川省后#更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D*+"

年#甘孜州开始实行民主改革#逐

步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这虽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许多地方相继发生叛乱#使民主改革面临严峻的考验#但

人民解放军坚决平定了康巴叛乱&

D*+*

年#甘孜州相继完成对农牧业)城镇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

造#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0甘孜州文史资料1中0石渠县温波喇嘛寺叛乱经过1

*

DD

+

D)D

)0前进与后退

的较量(((记巴塘县平息武装叛乱经过1

*

()

+

(D*

)0回忆新龙县的民主改革1

*

()

+

((G

)0甘孜州社会的伟大变

革(((记保卫康区民主改革)平息武装叛乱的经过1

*

D!

+

D(

)0康南理塘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情况概述1

*

D@

+

H(

)

0平息康巴叛乱1

*

"

+

"D等文#详细记载了民主改革时期甘孜各地发生叛乱的情况和人民解放军的平叛经过&

!̂

解放以来甘孜州的新发展

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孜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事业不断进步#

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甘孜州文史资料0纪念甘孜州建州四十周年专辑1!第
*

)

D)

辑"

*

(

+*

(!

+

)0庆祝建国五十周

年专辑1!第
DG

辑"等专辑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记述了甘孜州各项建设取得的成就&这几个专辑用
D))

多

篇资料总结了建国以来甘孜州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坚持

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记述了甘孜州农业)畜牧业)民族贸易)金融业)矿产业)旅游业等方

面的发展和进步#展现了几十年来甘孜州在基础设施建设)民族教育)民族文化)医疗卫生防疫)广播电视)气

象)邮政)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因文章比较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三
!

作者群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文史资料从撰稿队伍上充分体现了

统战特点&通过对0甘孜州文史资料1

D

(

((

辑的作者进行分析#可以得知甘孜州的历届政协委员是0甘孜州

文史资料1的最稳定的核心作者&甘孜州政协的历届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既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爱国

宗教领袖人物#也有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官员,有离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也有文化文史界的知名人

士和成绩卓著的专家学者&0甘孜州文史资料1的撰稿人主要为甘孜州历届政协委员和政协联系的各界人

士&因0甘孜州文史资料1征集的内容比较广泛#涉及到甘孜州解放前和解放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由于编辑的时间段不同#其作者群也有所不一样&

!一"第一阶段主要是有丰富阅历的高龄政协委员

0甘孜州文史资料1前几期的作者#大多是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土司)头人)活佛)军政要员#解放后又在

甘孜州或各县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者&这部分人年龄比较大)阅历多)资历深#且多是康区近代重要事件

的相关者和知情人士#是康区的$活历史%和康区社会变迁)发展的见证人!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谢世#

0甘孜州文史资料1还专载了其中一部分人的传记#详见下表"&抢救)发掘并保存这些历史当事人对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的亲历)亲见)亲闻#是甘孜州文史资料工作刚开始即面临的重要工作&0甘孜州文史资料1的前

几辑即是围绕这部分人进行活历史资料的抢救和整理工作#征集的内容时限也以解放前康区的情况为主&

兹将前几辑中的这类作者的背景介绍如下表&

作
!

者 主要经历 撰写或口述的资料

降央伯姆
!

D*D!ED*HH

"

藏族上层人士&

D*@(

年在其夫德格土司泽旺邓登病故后#

继任为第五十一代德格土司&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孜州副

州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人大代表等职&

D*+"

年

后#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是 第 一 至 七 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

DG@WDG*

0解放三十年来的原德格封建土司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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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寿昌
!

D*DGED**)

"

D(

岁世袭丹巴巴底土司位&国民政府时期#曾任丹巴县参

议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解放后任丹巴县县长)甘孜藏族

自治州副州长等职#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委

员#甘孜州政协常委#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D@

+

D)@

0清末民国年间丹巴县的封建土司制度1

罗洪则拉
!

D*D!ED*H"

"

彝族&解放后#先后担任西康自治区政府委员)九龙县长)甘

孜州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大代表等*

D!

+

H)

0彝族迁居九龙)泸定的历史梗概1

八美次登
解放前是巴塘中咱土头#是巴塘县东南区冤家械斗的重要当

事人&解放后曾任甘孜州政协常委
0解放前巴塘东南区冤家械斗概述1

江安西

与刘家驹)格桑泽仁在民国时期被康人称为$巴塘三杰%#南

京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班结业#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干事&

$诺那事件%中#担任诺那的汉文秘书兼藏文秘书#任诺那宣

慰使署民兵队长&民国时期#曾担任过巴安县党部书记长&

解放后#历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藏文编辑#曾任甘孜州政

协第五)六届常委会委员*

H

+

!(DW!((

0$诺那事变%概述1)0$一九三二年巴塘事

变%简况1)0解放前巴塘文化教育事业概

述1

昔绕俄热
!

D*(!E())+

"

新龙人&

D*("

年#被认定为新陇县呷绒寺活佛&解放后#曾

任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委员)政协甘孜州委员会第一至七届副

主席#全国佛教协会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甘孜州

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藏语佛学院院长等职

0新龙贡布郎结兴亡史1

高济昌
!

D*(DW

"

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第二期蒙藏班肄业#后任国民党国防

部直属黔东第二纵队政工处少将处处长#

D*@*

年
D(

月在成

都起义&解放后#曾任甘孜州政协第五届委员#甘孜州政协

第六)七届常委会委员*

H

+

!(@W!(+

0边茶史话1)0康定锅庄传闻录1)0回忆开

办初期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1

来作中
解放后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工作#曾任州

志办副主任#第六届常委会委员

参与整理和撰写第
D

辑
H

篇)第
(

辑
"

篇)第
!

辑
D

篇)第
G

辑
D

篇资料

邓俊康

D*!*

年#西康省政府成立后#曾任西康省教育厅督学)西康

省政府社会科科长&解放后#任甘孜州政协第五)六)七届常

务委员会委员及第七届委员会副秘书长)文史资料委员会副

主任*

H

+

!!!

#主编0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志1!四川民族出版社

())(

年出版"

参与整理)撰写第
D

辑中的
"

篇资料

黄启光

康定人&民国时期#曾担任巴安县督学兼小学校长)道孚县

立藏族小学校长)德格县党部书记长)西康省参议会参议员&

解放后#任康定第六届人大代表#

D*H@

年后享受省部级待

遇*

H

+

!D"

0西康省参议会始末记1

冯有志

康定人&民国时期#曾任康定县参议会议长#西康省党部科

长#西康省政府社会处)建设厅科长&解放后#任康定县政协

委员#参与编写0康定县志1

*

H

+

!DG

0雅江的平西桥1)0西康史拾遗1!上)下)

续"等

!二"第二阶段的征集对象逐步扩大#供稿部门增多#作者群扩大

D*H*

年
H

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北戴河召开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文史资

料工作的重点转到征集建国后的史料&甘孜州文史资料的工作重点也随即相应调整#征集内容由建国前转

移到建国后#其征集内容也逐渐专题化)系列化#供稿的作者及部门增多#作者群逐渐扩大&

D̂

作者群的部门分布

0甘孜州文史资料1部分稿件由甘孜州)县各个部门以及县级政协文史委员会供稿&特别是纪念甘孜州

建州
@)

周年!第
*

)

D)

辑")庆祝建国
+)

周年!

DG

辑")庆祝红军长征
G)

周年!

((

辑"等专题专辑#大部分稿件

是由甘孜州县的各部门)各单位提供#供稿的作者遍布甘孜州州委)州府)政协以及分管的各级部门&

以各部门集中供稿的
*

)

D)

)

DG

辑为例#统计供稿部门及供稿数如下&州属部门有'统战部!

D

")组织部

!

D

")政府办公室!

(

")政协!

@

")计委!

D

")公安局!

(

")宗教局!

D

")民政局!

D

")工商局!

D

")交通局!

D

")公路管理

局!

D

")商业局!

D

")文化局!

(

")教育局!

D

")卫生局!

@

")广播电视局!

(

")农业局!

(

")林业局!

D

")农机局!

D

")畜

牧局!

D

")统计局!

(

")矿产局!

(

")气象局!

(

")邮电局!

(

")长线局!

D

")乡镇企业管理局!

D

")扶贫办!

D

")甘孜军

!)D

王
!

川
!

何
!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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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

")民族师专!

D

")党校!

D

")民干校!

D

")卫校!

D

")藏医院!

D

")康定中学!

D

")农牧学校!

D

")科委!

D

")青联

秘书处!

D

")妇联!

(

")总工会!

(

")党史研究室!

!

")甘孜报社!

D

")地方志办公室!

D

")州科学技术委员会!

D

")教

育委员会!

D

")农科所!

(

")畜科所!

D

")科技情报研究所!

D

")人民银行甘孜支行!

(

")康西铜业有限公司!

D

"&

县属部门有'各县政协!

DD

")康定县卫生局!

D

")丹巴县党史办!

D

")炉霍林业局!

D

"等&!注'各个时期部门设

置有所不同&"其中#州政协及各县政协供稿最多#分别为
@

篇和
DD

篇,此外#供稿
D

篇的有
!@

个部门#

(

篇

的有
D!

个部门#

!

篇的有
!

个部门&

(̂

核心作者介绍

核心作者是指发文数量较多的作者&兹将0甘孜州文史资料1

D

(

((

辑刊发
!

篇以上文章的作者#就其

背景及供稿数列如下表'

作者 作者背景 供稿数

来作中 详前表
(D

邓俊康 详前表
D!

刘建邦 甘孜州林业科技工作者#高级工程师#州政协第六届常委*

(D

+

HG

D!

阳昌伯
泸定人&民国时期任康定国师附小主任)西康省党部监察委员会科长)国大代表&解放后任泸定

县政协常委#从事文史资料工作*

H

+

!(G

D(

郎加 历任甘孜州政协五至九届常委#四川省政协六至八届委员*

(D

+

+H

*

高秉鑫 雅安人&民国时期曾任雅安县参议会副议长&解放后从事资料整理工作
"

杨武斌 曾任甘孜州政协常委
G

邓昌银 背景不详
+

杨嘉铭 学者#曾任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藏语文系主任#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

高济昌 详前表
@

江安西 详前表
@

杨长生 背景不详&

@

篇文章均由雅江县政协供稿
@

刘仕全 背景不详&由康定县政协供稿
@

张央
回族#作家&解放前毕业于中央边疆学校#

D*+GWD*H)

年任康定文化馆馆长#创办了0康巴文

苑1

*

(D

+

HDWH+

@

邓珠娜姆 民国时期任国立政治大学藏文副教授#解放后从事藏族民间文学翻译工作
!

房建昌 学者#现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

!!

注'供稿篇数包括参与整理)翻译)补充别人的资料以及与其他人合著的文章&

从上表可以得知#0甘孜州文史资料1的核心作者既有在政协工作的文史工作者#如来作中)邓俊康等,也

有长期关注康藏地区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者#如杨嘉铭)房建昌等先生,也有高龄资深望重的作

家#如张央先生,以及科技工作者#如刘建邦先生&

四
!

作用及意义

首先#0甘孜州文史资料1为研究近现代康藏历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极大地丰富了近现代康藏

史的研究领域&文史资料具有补史之缺)匡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可为研究历史提供珍贵的第

一手资料#弥补文书档案的不足&0甘孜州文史资料1有多篇文章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的亲身经

历#很多史料均是首次披露或公开发表&比如0甘孜州文史资料1第
DH

辑载有$甘孜事变%的当事人孔萨益多

0甘孜孔萨土司家族史略1一文#详细回顾了
D*!)

年代发生的$甘孜事变%的全过程&尽管$甘孜事变%发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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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西康省的新闻单位的报道非常详细#相关档案资料也很多#但是作为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孔萨益多的回忆

资料还是第一次披露#这篇资料的披露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事件的全过程&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

康藏史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弥补康区研究文献资料的不足&从这个层面上说#0甘孜州文

史资料1是研究康区近现代乃至于当代史的绝好材料#达到了文史资料促进近现代史研究的目的*

(+

+

@DW+D

&

其次#0甘孜州文史资料1保存了甘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可以为中国共产党制定

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提供历史借鉴&0甘孜州文史资料1选编了甘孜地区近百年来社会历史演变情况的资

料#涉及到甘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生活)自然灾害等方面#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可为有关部门

制定本地的各项政策提供历史借鉴&如0甘孜州文史资料1记载了甘孜州民族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的发展资料#比较丰富#也比较具体#非常宝贵#可为教育部门制定民族教育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再次#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可以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各界人士#提高党的威望&0甘孜州文史资料1

的多篇文章的撰稿者为解放前康区的土司)头人)国民党党政军人士)知识界)民族宗教界等各方面的人士#

通过组织和推动统一战线内部各界人士撰写文史资料#可以增强他们对历史的共识#在更深层次上增强中华

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解放前曾任西康省政府建设厅科长的李万钧#解放后积极融入文史资料工作中#

为0甘孜州文史资料1)0康定县文史资料1写了数篇$三亲%资料&他在0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我再生1一文中

感慨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使我能够在我再生之年#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民族地区作点贡献#是我

最欣慰的事&%

*

(D

+

G(

最后#0甘孜州文史资料1记述了甘孜州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记载了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的历史功绩#提供

了大量生动)丰富的口述史料&0甘孜州文史资料1将那些对民族解放事业)对社会进步作过突出贡献的人物

的名字及其光荣事迹载入史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因而是进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的生动的乡土历史教材&此外#0甘孜州文史资料1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甘孜几十年来在各方面的建设

成就#这也能进一步激发甘孜人民的自豪感以及建设家乡的热情&

综合上述#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经过
()

多年的努力#征集)抢救)出版了大量$三亲%史料#客

观地反映了近现代甘孜的历史发展脉络#充分发挥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同时#也应该客观地

指出#0甘孜州文史资料1的选编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建国前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资料征集比较多#

民族)文化方面的史料相对来说还征集得不充分#现有建国后资料以甘孜州各部门提供的资料居多#重大历

史事件当事人的$三亲%口述资料或整理资料较少&同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文史资料工作也应与时俱进地

承担更多的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责#这对文史资料的选题)征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社会

科学工作者#我们期待着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越来越好#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大家庭奉

献出更多的精品&

注释!

!

0甘孜州文史资料1均由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甘孜报社印刷厂印行#感谢四川省甘孜州政协文史办公室桑吉巴

姆主任惠赠的0甘孜州文史资料1及0西康史拾遗1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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