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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书係根据重庆市图书馆所藏刘贊廷藏稿和四川省民族事

务委員会替我馆在刘贊廷家中搜集到的一些資料草稿复制的。

刘贊廷河北人，清末在川滇边务大臣兼駐藏大臣赵尔丰下

任职。民国初年任川边軍分統，后又任伪蒙藏委員会调查室主

任等职务。此稿据他自己说是：“历边十四年，从事研究夷务”

时輯录而成（見“边藏芻言”）。

依“边藏芻言”（刘贊廷着）記載，此稿包括：“（甲）边务

記录八十余卷……（乙）像片三千余张……（丙）地图五十余张……。”

現存的稿件除照片已佚散不少外，其他稿件和原記載大体相符。

内容計有“西康建省記畧”“西藏历史择要”“赵尔丰奏议公

牘”以及原康藏地区地方誌等。对原康藏地区的山川形势，地

域沿革，政治經济，风土人情，历代遺蹟，喇嘛寺院以及所謂

“改土归流”的經过，都有所記載，对原康藏的史地研究，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稿頗为零乱，附件夹片很多，有上下文連接不上的地方

和錯别字句，对此我们均末作任何补充和修改。仅对无法辨认

的字，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代为填入。地图多係草图，我们选印

了其中比較完善的附於书后。照片尚存三百余张，多係名胜古

蹟，风景人物，关隘佛寺，土人習俗等，均无説明，故未复制。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

1960年12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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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县原名麻陇歴为德格土司所轄之地明洪武六年土著降

德授封为麻陇千户驻劄大吉至宣統元年德格改土归流一同设治

改为白玉县隸属巴安府附设治札文一束

为扎委事照得本大臣自德格地方办清之后七月初闻曾經出

示曉谕各处头人百姓等將各村丁口及种粮数目所养马牛羊隻数

逐一查明开单送呈以便飭令遵章上納粮税並译成汉文造册立案

並將章程連同告示分发各处如石渠邓科等处业已开单呈送納粮

在案茲查麻陇一带現未开单前來亟应委前往充管麻陇委員催办

合即扎委为此扎仰该員遵照即便前往麻陇地方催令各处头人迅

將户口及下种並马牛羊数目清单送交该員翻译造冊將各項数目

填写清楚分别照章收納粮税並飭该百姓等毋得以多报少隐　干

咎茲將章程及冊式一並粘发仰即遵照办理特札

右札委麻陇委員张敏准此

宣統元年十月初十日

管理麻陇委員候选知县详覆奉文仍照办理

选举保正村长簡章册式一案详文

管理麻陇委員候选知县为详覆事窃照委員案准巴塘粮員陳

直长□移开呈详选举头人保正村长一案奉宪合批详悉该粮員遵

批扑理公举保正村长尚属妥协所造清册保正村长及村落户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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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分明有条不紊足徴办事明白嗣后百姓如有迁徙保正村长如有

更換按年更正于年終造册一本详报备查保正村长应照通飭改汉

人姓名俾蛮民藉資覌感该台为边地首善之区凡行政之事务宜細

心筹画实力举办以为各属提倡于该直牧实有厚望所拟简章尚有

遺漏暫行亦可將來仍湏更正仰將该員此次办法並冊式簡章分移

各属暫行仿照办理可也计抄选举保正村长冊式简章各一紙等因

轉移奉此查去冬德境改土归流曾奉宪台告示各村选举村长經理

查报粮税約束百姓等事该头人等虽經遵示查报粮税完納无误但

开办之初夷情蒙昧不明村长理由率多迟延不举復經委員出示详

細开导見各村人民时並为躬亲演说该百姓等始漸次举报前來询

明验充並給以应办事宜剴切条告迨至本年四五月間始行报斉前

經委員下乡清查官荒各地询民疾苦始悉百姓等頑錮最深恐当村

长即有非常責累有賭属无聊寒賤前來承充者有漫举下流狡黠冒

名公正者嗣經查覚试其行为有差当即分别革黜严申谕告另飭举

充在案茲奉前因遵即照繕簡章出示曉谕一律遵照办理除俟本年

粮税收斉各处村长更正妥协于十二月内一律按户计祘咀数发給

口食汇册详报呈请立案备查外所有委員接奉选举村长简章冊式及

遵亦綠由理合其文详覆为此具详呈请宪台察核俯賜批示衹遵施

行湏至详者

右　详

欽命头品頂戴尚节銜川滇边务大臣武勇巴图魯赵

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知县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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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开
牙达村头人凍桑喜凍村头人委渣康撒村头人乃渣德工村头

人蝦仁翁血村头人卓矮牙綳村头人仲根宪夺村头人他𨚫覚劳村

头人蝦拉松血竹村头人卡根野巴村头人康渣撒魯村头人結略搓

洛村头人甲夺血湯卡堆村头人撒的血湯卡麦村头人娃鎖貢巴村

头人絳曲䘏达村头人四郎結粳巴村头人日鎖茂洛如䇿村头人卓

骨达德村头人童甲斯如村头人委噶（系牛厰）登巴村头人宗桑

客如村头人空根戏喜村头人作决昌陇村头人阿魯蝦达村头人呷

舒

麻陇委員候选知县张敏禀
官地私地如何收受租粮由

大人阁下敬禀者窃照委員案准德格委員万令里恩移称案奉

宪檄内开以多都司吉生格禀陳德境各区原有官地每年发給籽种

由头人百姓代耕去年租粮已經收用应即开单呈明请自宣統二年

起此頂地方应由该管委員招佃耕种每年租粮由官收納等情禀蒙

宪台核准免納去年地粮自本年起此項地方作为官地飭即按

单查明何处官地几塊每年下种若干招佃耕种每年收粮若干详細

查明月造官地清冊二本以一本存案以一本申送　　宪轅立案备

查等因轉移奉此并开寄麻陀所属登龙贈科热加和波白玉章多皮

罗七村官地現有种青稞之地貳百陸拾貳克叁拾壹批現有种元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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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二百零八克一十批委員遵即谕飭各村村长查明官地塊数及

下种克数是否相符赶紧招佃承耕并飭將种元根之地一律改种青

稞其佃户名字承耕官地塊数及下种之数一併详細报明以憑勘验

后陸续据各村禀復数目多相符合惟波罗一村数目不符据称从

前官地旧規每年发給耔种由头人百姓代耕將及成熟由土司派人

前來查验按其可以收获者即督令百姓收穫地方近者連草带籽一

并驮运更庆交納地方远者由查验之人监工收穫存于官寨待其乾

透由头人打粮发交百姓礳成糌巴驮送更庆交納头人百姓向來如

此办法已成习慣今忽飭令招佃承耕均不知招佃理由因此无人承

佃恐误耕时业由村长垫发籽种仍飭小头人等代耕惟德格各处土

地以种元根为歇年縁有一种瘠土若嵗嵗皆种青稞每难成熟必今

年种青稞明年歇一嵗后年又种青稞如此輪流青稞始能暢旺其歇

年之地只有种元根合宜並可肥地是以一律种青稞一節未能实行

至波罗村官地原单开列青稞壹百克元根地壹百克据前头人安覚

及六村小头人等禀报官地数目並无如此之多只有莫咱官地九塊

下种七克地俄官地五塊下种九克又元根地五克总共波罗实只下

种二十一克之数从前旧規土司勒派百姓于上正粮之外每户补納

青稞元根壹貳拾批不等連現有实在官地青稞元根共凑足貳百克

下种之数今改汉官之制恳照实数上納庻免派敛各等情前來据此

委員窃思　完台扫除从前苛政今既称有勒派凑足官地之事自应

仰体　宪怀批俟勘明按照实数收納免其派凑去讫嗣于奉飭查勘

各村荒地之便已將各村官地逐一勘明其波罗委系下种青稞壹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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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元根伍克核其原数青稞壹百克有捌拾四克是派凑之数元根

壹百克有玖拾伍克是派凑之数询之保正及各处百姓所言皆同統

计各村官地將波罗虚数除去实只青稞下种共壹百㭍拾捌克叁拾

壹批元根下种共壹百壹拾叁克壹拾批並据各处百姓陳说上年土

司官地与各头人喇嘛私地同是交百姓耕种青稞成熟之时主人將

所有粮粒一概收去等语委員查内地紳民私地招佃之法田地分有

两頂如山坡地則主家出地佃户出籽种人工成熟之时主佃平分大

小两春莫不相同不除籽种但内地腴美能收两季又当别论关外地

土枯瘠百姓貧穷佃户与完正供之粮户似稍有不同可否从寛由佃

户扣除籽种然后平分元论何項佃户承耕官地私地均由佃户垫出

籽种成熟收穫先由佃户扣囬籽种余粮若干主佃平分似于彼此两得

其平至元根一物亦如内地圓根萝蔔小民于歇地栽种以供菜蔬利甚

微末佃户視粮户上粮較多可否从寛邀恳　　宪恩无论何項佃户

凡于歇地栽种元根者一律免完以示体恤委員伏查德境各喇嘛寺

及头人等向收佃户租粮每至尽取所出以去不为佃户留食小民終

岁勤动不免飢寒此实旧时一大苛政关外民户彫殘实多繇此委員

查悉早思力为变革俾苏民困茲所拟除种平分法倘荷　　宪允可

行並请通飭各属一体照办俾免向隅而除苛虐是否有当理合先行

□禀请　　示伏候　　宪台衡夺批示飭遵再委員俟奉到行知后

再为出示通谕各种佃户周知遵行並所收租粮若干详細造册具报

为此具禀湏至禀者

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批　　禀悉麻陇轄境所有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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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地民间既不知招佃理由即照该員所拟除种平分亦理元根一物

併于豁免以示体䘏惟本年应收粗粮若干仰即造冊详报为要

宣統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方　　位
本县据北經十六度東纬三十一度踞沙魯里山之石脅西跨金

沙江群山四拱溪水环繞全县形势東西长方其面积共四万五千二

百五十方里其疆域北以河波河与德格县界東北至增科山頂与甘

孜县界東至噶尔定山頂与瞻化县界東南至女扒拿山小河即巴楚

河之上游与义敦县界南以女扒拿山一名沙玛岭与巴安县界西南

以乃意山頂与武城县界西以金沙江与同普县界

治　　所
县署迠于白玉村据全境之中央東西一谷水向西流名白玉河

县属据其北岸人民四十余户沿河而居老栁千章郁若明眉署后为

白玉乡壘于山麓花林中　画　阁楼臺分数十院夜月明燈亚于蓬萊

一风景区也

乡　　鎮
本县北以河波東以昌太南以大吉西以本城为五路保正驻劄

办事之所共管大小九十村二千二百九十六　户男三千九百四十

五丁女四千七百十一口喇嘛七百余人无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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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税
本县每年征收杂粮共八百一十四石三斗零二合马牛税征三

二藏元二千零四十二元銅元一千四百零七枚

山　　川
本县系为沙魯里山脈之正干東北由增科山入境象秋普中山

綿亘南伸名碩古裏山冈加納山若納山至昌太名木古宗山東南伸

入义敦县名正楂山南伸入巴安县为充本拉山此数山半为髙原之

平原为一游牧之地東下之水流无量河西下之水流入白玉河由增

科山西下之水名河波河地方沃野人煙稠宻河北属德格河南属白

玉由碩古里山西伸一支名噶拖山盤旋于北部其极峰髙㧞七千余

尺終年积雪西至江边名作邓山水南流經诚通沟至县前流入白玉

河南由木古宗巴山西伸名女扒拿山横梗南北一名沙玛岭西行名

乃意山崇峰叠巘挿入云霄髙扳九千余尺一雪山也女扒拿山南下

之水为巴楚河之源北下之水为白玉河之源以全县山形环繞如

鎖水向西流耕农于深谷收马于髙山一特区也

路　　道
本县北路出城入　通沟路道崎岖逾噶拖山六十里至噶拖寺宿

六月飞霜由此偏向西北行复越一岭下坡五十里至河波宿人烟稠

宻北通德格县由噶拖寺分道東北行一百三十里至增科東北通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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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县其東路出城東行偏坡而上六十里至烏湏宿人烟二十余户由

此循沟而行小桥数道七十里至曲咱宿踰木古宗巴山六十里至春

沱宿路漸广原六十里至昌太東通瞻化县東南通理化县南路出城

沿白玉河路道平坦經盖玉大吉七十里至沙玛宿地方沃野由此逾

沙玛岭路道寬漫穿林涉水七十里至卵溪南通巴安县其西路順河

而下平路六十里得隆宿下坡三十里經溥义西渡金沙江西通同普

县

关　　隘
本县以山为长城以江为门户各路崎岖无不险要遇事防守垄

断四境诚一佳城也

民国元年巴安被困統領刘贊廷赴援行至沙玛被阻沙玛至卯

溪七十里中为女扒拿山路道起伏杂树宻荗匪人数千埋伏林内捜

山而进伤亡竒重盖匪在林中以树隐身暗枪伤人防不胜防战至数

日得沙玛寺喇嘛四郎札喜據云由此西南行經乃意可通卵溪乃亦

山林路道崎岖非有重兵恐難前进遂调武城兵一千协助以小路为劲

旅大路为疑兵分道竝进时在盛夏忽北风大作乘势燒山以危匪计

因此林树悉为松杉見火即燃火势猛烈匪无隐身之处猛扑力战以

至肉搏以重炮𨋌之匪势漸退随战随进于二日午时至卯溪营长封

云树由小路已獲西藏金巴戴琫及猂匪数十人此役前后十八日大

小数十战比至巴安已断粮三日囚此路险故而錄之以紀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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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候
本县气候殊異髙山积水深谷长青以聂氏表冷至零下二十余

度热至九十度四季不离皮衣冷势不均系以山势而定山下热山上

寒即十里不通天也

地　　貭
本县𠋣山游牧循水耕田以河波流咸地方沃野東西百余里悉

为产粮之区沿白玉河一带旱田磽瘠水田膏腴每年两季所产有大

麦小麦青稞豌豆元根等自设治数十年改良有种马鈴薯玉蜀黍黄

豆綠豆菜仔以及各种菜蔬較以前盛之多矣

花　　果
本县山林中产山茶本桃核头沿白玉河上下一带有桃杏以及

野花数十种内有菖蒲半夏二种菖蒲髙皆三四尺半夏肉多肥美因

地处偏僻汉商弗知𧵈買土人亦无採挖者菖蒲輸至内地名藏菖蒲

半夏惟有此地产之其他各未之有也

森　　林
本县東部髙原鮮于树木女扒拿山西至乃意東西三百余里松

柏成林白玉河两岸以至江边南北青蔥杂树弥漫为极荗之森林所

产松栢杉檜楊桞槐榆数十种有松栢老死山麓数年后名曰乾松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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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取之劈碎夜晚燃之作燈異香扑鼻名曰松光據專家云此种乾松

甲于阴沉木宜于作材入地万年不化名曰香板因上現花文亦名花

板四川云南产之为一不易多得之物也

鳥　　兽
本县鳥兽与巴安相同惟女扒拿山及乃意产熊常数十成群凡

獵者得之仅取其熊胆熊掌熊胆晒乾如玻璃黄色一技可售二三元

熊掌一付四五元不等如得其子售于内地价值未定熊兒一窼有七

八头者一特产也

藥　　材
本县产有豹骨熊胆鹿茸麝香虫草牛黄知母貝母大黄秦芃菖

蒲半夏大力子脱鹿角等

矿　　产
本县矿　拖山至河波河南岸产銅經德格县万里恩调查拟于

开採適改民国未果上中下三昌太产金乃水小不易冲刷宣統元年

知县张敏调查此矿之矿基南北万余里产量甚丰乃限于水不能扩

大开採而今尚有採挖不断者系为本地土人积水淘沙一日尺得斗

沙所得甚微在土人空闲无事强于不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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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　　殖
管理麻陀委員候选知县为详报事窃照委貢前奉宪檄内开以

关外各处从前土司管理百姓因耕种地土差徭难供棄地不闢現在

改土归流政令变更節將境内除磽确不产五谷之处外何处有可垦

之地若干亩水源是否就便逐处确切调查造册详报以憑查核务湏

认真將事毋得視为具文迟误干咎等因遵奉之下仰見宪台勤恤民

隐扩充地利以惠边氓之至意下怀元任欽感委員遵即束装輕骑减

从先查東路昌泰麻或章多各村惟昌泰分上中下三处紧依日洗松

多大山与三瞻連界地方髙寒民以牧畜营生牛厂以外耕种极少荒

山虽多不产稞麦只麻陇山腰荒地壹拾伍塊章多平垻荒地陸塊惜

无泉水灌溉地居昌泰恩渠河下流比昌泰稍暖虽产稞麦严霜太早

委員屡次演说以火烟避霜之法麻陇去岁遭　霜成灾民有戒心依

法部署受霜似輕章多百姓半疑未信亦未实力奉行受霜頗重似有

悔心東路查毕旋署清理壹是词讼稍松又查南路盖宇札马各村札

马在沙帽山北崖峰髙聳𨻶地无几查有平埧荒地肆塊距水略远盖

宇地最寛淍人民亦多可耕之地半已垦成熟土余多惜茸牧畜惟近

沟边平垻荒地五塊尚可耕种且有泉水可以引溉即由盖宇繞出西

路行抵波罗查出荒地七塊虽无泉水能产稞麦荍荳西南两路查毕

旋署越日复往北路调查惟登龙村地居髙原虽較他处寛坦而天气

多寒所产稞麦不及贈科查出荒地七塊亦无泉水尚可耕种至贈科

地面广大查有平垻荒地拾貳塊尽堪耕种熱加山腰荒地玖塊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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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陆塊虽无水利亦可垦作耕地其白玉荒地伍塊系属平垻距水

虽远亦宜种植第本年雨水太少旱灾惟白玉特甚所有调查境内各

村荒地除造具細数清册呈賫外理合备文详报为此具详呈请宪台

察核俯賜批示祇遵再此次调查荒地时值词讼繁多内外兼营往返

稽延是以造报过迟合併声明湏至详者计呈賫清册壹本右详欽命

头品頂戴尚书銜川滇边务大臣武勇巴图魯赵

宣統二年八月十三日　　知县张敏

管理麻陀委員候选知县造报奉
文调查轄境各村可以开垦荒地造
具細数清册

管理麻陀委員候选知县为造报事谨將调查轄境各村可以垦

种荒地数目造具清册呈请宪鉴衡夺施行湏至册者计开　一麻陀

村山腰荒地壹拾伍塊每塊𥾺长約伍丈横寬約叁丈土色微黑无泉

水　一白玉得母村平垻荒地伍塊每塊𥾺长約伍丈横寬約肆丈土

色微黑无泉水一章多絨曉村平垻荒地陆塊每塊𥾺长約玖丈横寛

約㭍丈土色微黄元泉　一盖宇村沟边荒地伍塊每塊𥾺长約陆丈

横寛約叁丈土色微黑有泉水可溉　一札马村平垻荒地四塊每塊

𥾺长約㭍丈横寬約貳丈土色微黄无泉水　一波罗村山頂荒地㭍

塊每塊𥾺长約叁丈横寛約貳丈土色微黄无泉水　一和波村平垻

荒地陆塊每塊𥾺长約捌文横寛約伍丈土色微黑无泉　一熱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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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腰荒地玖塊每塊𥾺长約陆丈横寛約三文土色微黄无泉水　一

贈科村平垻荒地壹拾貳塊每塊𥾺长約伍　丈横寛約叁丈土色微

黄元泉水　一登龙村平垻荒地㭍塊每塊𥾺长約陆丈横寛約貳丈

土色微黄无泉水以上拾村可垦荒地大小共㭍拾陆塊均元业主合

併声明

宣統二年八月十三日　知县张敏

教　　育
本县初始先设本城官话小学堂一所男女学生二十余人拟设

河波昌大沙玛三堂因鼎革未果至民国元年改为县立小学校至今

未断学生仍然如是亦无出类拔萃者盖因地方偏僻不易发展凡学

生肄业之后皆願充当保正村长較以前用通事譒译强之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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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院

附噶拖寺降漾喇嘛下傳

降漾者系噶拖寺主教喇嘛幼年进藏学經明大义三十岁回寺

山麓壘室修道不闻外争人民竒重凡地方有不能觧决之事皆一言

为定于民国二十八年奉公赴康定任五明学院宣讲川藏关系由光

緒三十年英兵进藏西康　省设治以及歴年战争各端无不明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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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局所重賓以厚礼故白玉地方数十年太平无事皆賴此喇嘛之

力时年八十有二童顔鶴发一竒僧也

商　　情
本县无市坊凡土产輸至巴安县出售掉換应需之杂貨行以为

常此地有一陝商张宝实者自幼年来此專售松珥石土人呼为宝石客

現已致富据云此种松珥石产河南省南阳府之僚河两岸之碎石上

生綠斑因两山产松故名松珥石於𧵈买每斤价值一二角再加綠色

煮染上現宝光銷于全藏作为装飾品串成手串項圈或銀嵌戒只枪

刀佛像等用之极广指大一塊价值二三元其大者数十元以至数百

元不等此藏人以松珥石珍品无谓男女手心戴之成为风俗张宝实

于此数年羸余数万嗣后成巨商此所谓貨行地道诚然也

风　　俗
本县人民僕实歴无叛乱之事元盗匪因地广人稀生活慰如嗜

酒喜跳舞崇信浮图有病不医请喇嘛符咒病愈谓之神佑病死谓之

上天凡死者生前之物由喇嘛沒收妻子不敢預问亦有將家产捐助

寺院者以表信义至设治以后禁止近年以來半为同化然从其旧俗

者仍然如是較巴安名县文化开通之前进者为之落后附禁止捐助

家产呈文一件

为详覆事宣統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接奉宪札内开　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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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委員稟称以蛮俗无论耕牧之民死后所有家产一概充归喇

嘛寺子姪妇女不准隐留或有不忍棄其地亩牛羊马匹者以家俱

衣物銀銭等件抵充門衰族薄直同絶灭現在设官革俗拟请通

飭各区一体严禁以利民生飭即按照文内各節体察地方情形

拟就简明告示善为劝导遇事讲说巴塘乡城两寺及达賴眼前

之事随时指点破其愚迷默为轉移总之务期化之以漸不可过

为操功为要仍將出示日期具报查考等因奉此仰見宪台軫念

民生轉移澆俗不啻救边氓于水火下怀无任欽佩委員当即遵

按文内各节体察地方情形拟繕简明告示二十张于本年五月

十九日张貼各村通衢俾众周知除由委員随时演说遇事指点

外因势利导除其进化之机不敢以激烈张皇轉錮其迷信之路

所有奉文拟繕告示张貼日期緣由理合其文详覆为此具译

呈请宪台查核俯賜批示施行湏至详者

遺　　跡
白玉寺𠋣山而壘大𡱒　于山頂僧舍数十院系在林中松柏叠

翠露野黄花每值夜月明燈一奇景也懶兵诗万株松叠翠千仞菩提

埃虽阁云中見重楼岭上开斉天悬赤水移月为蓬萊灵鷲蓮花院人

间明鏡台

由沙玛至白玉河两岸人烟在望花木成林懶兵记之一诗

乘鐙白玉道百里繞耘耕树老寒山萃花开映水泓云深藏古刹

日落滿江城遊客斜阳裏驰驱忘倦行



 

白三县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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