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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农奴制社会。唐僖宗咸通十年(869)，韦•科协列东在甘孜、 

昌都一带起义，点燃吐蕃全区农奴大暴动的烈火，摧毁吐蕃王朝。吐蕃王室的4 个王系和 

地方僧俗封建割据势力各霸一方，形成四分五裂不相统属的混乱状态，境内各部落实际上 

各自为政。唐代，在康区东部边缘地带大渡河谷的一些地方，曾先后置大渡(今泸定冷碛镇 

至得妥乡一带）、贵林(今康定鱼通一带）、米川（今泸定磨西乡至得妥乡一带）、叶川（今泸 

定磨西至新兴乡一带）、嘉良（今泸定嘉靖村）、罗岩(今泸定岚安乡）、当马(今泸定岔道村) 

等羁縻州。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罗岩羁縻州还一度改置为岩州安抚司。

第二节元明时期建置

元代，元朝廷在藏区推行“因其俗而柔其人”， “僧俗并用，军民通摄，土官治土 

民”的少数民族羁縻政策。元宪宗三年（1253 )忽必烈率蒙古军由阿坝循大渡河谷南征 

云南大理途中，康区木雅色巫绒和岩州大头人都因率先迎降，特别是岩州大头人高宝锡 

导蒙军入陷雅州有功，将岩州、岔道、冷碛、沈村与临近的碉门、黎州 置 为 “天全六番 

招讨司”，封高为招讨使；将长河西、鱼通、宁远并为一个宣慰司，封色物绒大头人为宣 

慰使。并在现泸定烹坝境内置长河西营万户府。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朝廷设置了 

“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所辖朵思麻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西北藏区，包括现康东、康 

北大部分地区；朵甘思宣慰司都元帅府管青海东南至甘孜、德格辖地；朵思甘宣慰司都 

元帅府管西南藏区，包括现康南大部分地区辖地。在宣慰司之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招 

讨司、万户府等。除在李唐城（现理塘）设钱粮总管府外，招降林葱土酋家族，以俄支 

(现德格俄支乡）为政治中心，置“朵甘思田地里管军民都元帅府”。在此前后，又设置亦思 

马儿甘万户府（白玉南部沙马和理塘、巴塘、昌都地区芒康的部分地方）、喇马儿刚等处招 

讨司（新龙县境内）、奔不思招讨司（巴塘至得荣一带）、奔不儿亦思刚招讨司（理塘西部）。

明代基本上承袭元制， “封诸酋为王师官长，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洪武二年 

(1369)，在里塘设扎兀东思麻千户所。洪武五至六年（1372〜1373)置朵甘卫（甘孜、德 

格、昌都一带），授元朝故官为“武卫、诸司等官，镇抚军民，皆给诰命”。洪武七年 

(1374)，升朵甘卫为行都指挥使司，和乌斯藏（卫藏）行都指挥使司分管整个藏区，行 

都指挥使司（都司）下辖若干万户府、招讨司、千户所等。先后在境内置朵甘万户府 

(德格）、沙儿可万户府（新龙境内）、朵甘思宣慰司（德格、白玉一带）、朵甘思招讨司、 

朵甘陇答招讨司、朵甘川招讨司（甘孜一带）、朵甘丹招讨司（邓柯、石渠）、磨儿勘招 

讨 司 （巴塘、昌都地区芒康）、朵甘仓塘招讨司（白玉昌台），以及麻绒（白玉麻绒）、朵 

甘 思 （甘孜）、多八参孙（甘孜拖项）、孛里加、孛里加思东（甘孜生康）、兆 日 （新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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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刺 宗 （巴塘境内）、加 巴 （康定木雅）等千户所和岩州卫（泸定岚安乡）。洪武十六 

年 （1383)，置长河西等处军民安抚使司。洪武三十年（1397)改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 

使司，又设沈边长官司（泸定南部，佛耳岩以下大渡河西岸）、冷边长官司（泸定北部， 

佛耳岩以上大渡河东岸）、长河西土千户（泸定北部大渡河西岸自扯蓑坝观音岩至康定县 

境大藏桥）、杂道长官司（泸定北部大渡河东岸，岔道一带）。与此同时，明王朝还分别 

封了许多法王、国师，大力扶植藏传佛教。其中，永 乐 四 年 （1406 )封 灵 藏 （现德格俄 

支乡）僧人著思巴儿监藏为灌顶国师，次年封赞善王，管辖德格、石渠及青海东南部。又 

在康东和阿坝州交界地带封哈依拉木为金川寺禅师，管辖大、小金川流域。

明万历五年（1577)至崇祯十二年（1639)，云南丽江土知府纳西族木氏得到明王朝 

的支持，扩张势力，“攻吐蕃地，自奔子栏以北蕃人惧，皆降”。木土司占据康南半个多 

世纪，设 “宗”（相当于县）统治，除派一大头人驻扎巴塘，以巴塘为中心建立得荣麦那 

(得荣）、日雨中咱（巴塘中咱区）、宗岩中咱（宗岩）、刀 许 （波柯）、察 哇 打 米 （昌都地 

区盐井）等 5 个 “宗”进行统治。

明崇祯十年（1637)，漠西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自新疆起兵攻占青海，崇 

祯十二年（1639)自青海率兵南下，占领康北，迅即出兵康南，驱走木土司，两年内征服康 

区各部。由于在固始汗进兵康北时，德格第七代土司噶尔巴吉荣登即与其结为军事联盟， 

攻打白利并擒杀白利土司邓悦多吉，便将白利土司势力范围的玉隆、中杂柯和绒坝岔部分 

地区由噶尔巴吉荣登管辖。德格土司家族势力膨胀，还兼并了林葱土司下属头人辖地，逐 

步取代了林葱土司在德格、邓柯、石渠、白玉、同普等地的统治。在康北甘孜、炉霍一带，有 

固始汗子孙分住于孔萨、麻书、白利、东谷、杂科、章谷、朱倭等地，世称“霍尔七部”。在打箭 

炉木雅地区及里塘、巴塘，固始汗和他的曾孙拉藏汗及西藏地方政权，曾先后设置“第巴”， 

“征收赋税，以养青海蒙古军队”。固始汗统治藏区后，青海蒙古瓦述部落随之入境，游牧于 

康北草原，逐渐渗入康南和康东草原(色达、石渠、甘孜、炉霍、新龙、理塘、道孚等县）。

第三节清代建置

清袭明制，仍采取分封土司，以 “土官治土民”的羁縻政策，加之清朝廷对康藏多 

次用兵，招抚境内部落，推动了土司制度的发展。顺治九年(1652)，康东边缘地带的沈边， 

冷边两土司附清。沈边隶清溪县(汉源），冷边隶天全州。后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和六十 

年(1721)分别授长官司职。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藏驻打箭炉木雅地区营官昌侧集烈杀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奢拉扎巴，并占领岚州(泸定岚安乡）、擦道(泸定岔道村)等地。次 

年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兵平定，授奢拉扎巴之妻工喀为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