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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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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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抚大小部落，于明正土司属下置咱里土千户（泸定北部河西地区）及 4 8个土百户（辖区 

包括康定、九龙、泸定北部、丹巴南部、雅江东部、道孚东部）。并置革什扎安抚司和巴底安 

抚司（均在丹巴，巴底土司后分为巴底、巴旺两土司）、喇滚安抚司（新龙洛古乡）。

康熙五十八年（1719)，准噶尔蒙古入侵西藏，征西将军噶尔弼进驻打箭炉，四川永 

宁协副将岳钟琪率南路军经里塘、巴塘直趋拉萨，途中招抚各部落，上奏清廷设置地方官 

职，鉴于康南“原无世代头目承袭，请按流官例，如有事故，无缺题补”。雍正七年（1729)，分 

别置里塘和巴塘正副宣抚使，隶里塘、巴塘粮务。里塘土司（辖区包括里塘、稻城、乡城、雅 

江西部、新龙南部)下属瓦述毛丫（里塘毛垭区大部）、瓦述曲登(里塘毛垭区曲登乡）、瓦述 

崇喜(雅江西俄洛）、瓦述长坦（白玉昌台区）4个长官司及两个土百户；巴塘土司（辖区包 

括巴塘、得荣、昌都地区的盐井、云南的维西、德钦、阿墩子)下属7 个土百户。

雍 正 五 年 （1727),西藏大农蚁主之间争权，发生武装冲突，康济鼐被杀。次年，清 

军从青、康、滇三路入藏。散秩大臣周瑛率军经康北招抚各部落。设置的土司有:霍尔竹窝 

安抚司（炉霍朱倭区），下属两个土百户；霍尔章谷安抚司（炉霍新都区），下属 4 个土百户； 

瓦述色他长官司（色达）；瓦述更平长官司（新龙上占区）；瓦述鱼科安抚司（道孚玉科区）； 

霍尔孔撒安抚司（甘孜城北），下属两个土百户；霍尔麻书安抚司（甘孜城北），下 属 3 个土 

百户；德尔格忒安抚司（辖区包括德格、白玉、石渠、邓柯及金沙江西的江达等地），下 属 6 

个土百户；霍尔白利长官司（甘孜生康乡）；霍尔咱安抚司（甘孜杂科乡），下属两个土百户； 

霍尔东科长官司（甘孜东谷乡）；春科安抚司（正副两员，石渠正科乡）；春科高日长官司（石 

渠奔达乡）；上瞻对茹长官司（新龙大盖乡）；上瞻对峪纳土千户（新龙河东区）；下瞻对安抚 

司（新龙绕鲁乡），下属两个土百户；蒙葛结长官司（石渠蒙谊乡）；林葱安抚司（德格俄支 

乡）；上纳夺安抚司（即昌都地区的拉多土司，1918年西藏地方政府将其改为一个宗，土司 

任宗本），下 属 1 个土千户，3 个土百户。雍 正 十 年 （1732)，升德格安抚司为宣慰司。

乾隆十年（1745)，平定瞻对动乱置中瞻对茹色长官司（新龙乐安乡）和上瞻对撒敦 

土 千 户 （新龙沙堆乡）。三 十 九 年 （1774)，升巴底、巴旺 土 司 （丹巴）为宣慰司。嘉庆 

十 二 年 （1807)，置瓦述国陇长官司（理塘热柯区和濯桑区大部分牧场）和瓦述麻里土百 

户 （新龙麻日乡），隶理塘土司。

以上，从清初到嘉庆150年间，共分封土司122员，其中：宣慰司4 , 宣抚司4 (含 

副职 2)，安抚司13 (含副职1 ) ,长官苛1§，土千户5, 土百户80。各土司由清廷兵部 

发给印信号纸（土百户只发号纸）。康北德格宣慰司、康东明正宣慰司、康南理塘宣抚司 

和巴塘宣抚司，控制了全区，称为四大土司。

在土司之间，也一再发生相互兼并。嘉庆八年（1803)，护理春科安抚司（又称春科 

副土官）并入春科安抚司。十 二 年 （1807)，霍尔章谷安抚司分置护理纳林冲女长官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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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并入霍尔朱倭安抚司。在此前后，霍尔咱安抚司被德格和章谷土司瓜分。咸丰五年 

(1855)，中瞻对土司贡布郎结兼并上下瞻对土司，统一全瞻；同治二年（1863)，瞻对又 

被西藏占领，时间长达47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霍尔章谷土司死后乏嗣，土妇及 

陕商张锡台姘居，张乘此承土司位，瞻对驻军乔统领擒杀张及土妇，章谷土司绝。光绪 

二 十 五 年 （1899)，霍尔甘孜麻书土司被仇人杀死，光绪三十年（1904)，霍尔孔撒土司 

兼领麻书土司。有的地区，还有一些头人，拥有一定势力后，便自称或被称为土司，或 

大土司封小土司。甘孜阿都土司（绒坝岔）、炉霍更大土司（更大牛场）、宜 木 土 司 （宜 

木乡）、斯 木 土 司 （斯木乡）、更 批 土 司 （上、下罗科马）、稻城赤土土司（赤土乡）、蒙 

自 土 司 （蒙自乡）、东 义 土 司 （东义区）、日瓦土司（日瓦乡）等即属此类情况。康熙年 

间明正土司嫁女与木坪土司（即董卜韩胡宣慰使司），以鱼通河黑日、成功、麦苯、德笨、 

明羌、前溪、初杂、日脚、二剔、、纳脚等10个村作陪嫁。乾隆年间，木坪土司丹增降初 

(甲凤翔）的二子争位，十村头人立长子甲天恩为鱼通土司，道光十三年（18335始授甲 

木参彭错为四川木坪鱼通长官司，土职始被认定。清末，明正土司将所属丹巴境内鲁密 

章 谷 17 土百户析置24 土百户，并封一土千户（杨千户）；又在九龙封呷尔土千户和湾坝 

土千户；在辖区内还封了一些土百户（如明正土司流放犯人的康定孔玉区便封有土百 

户）。理塘土司在下坝设土百户，后因人口增长，称 “下坝四百户”。

清代在康区册封的土司中，亦有违反朝廷军令而革职或反叛被剿平后辖地为其他土 

司所并。乾隆末年，瓦述长坦长官司因运军粮误期，革职正法，其部为德格土司所并。道 

光年间，瓦述毛茂丫土百户因搬迁牛场，涉河损失号纸而被革职，其部东投崇西土司，徙居 

塔子坝(雅江红龙乡），被称为査录“野番”。光绪六年（1880)，査录在瞻对藏官支使下，戕杀 

驻藏大臣信使，“围攻官寨台垣”，四川总督丁宝桢派兵进剿，“歼擒首逆，三寨一律荡平。”

清朝政府在军政设置方面，顺治九年（1652)，于飞越岭西麓设化林汛(泸定兴隆乡化 

林村），康熙二年（1663)改汛为营，设守备。驻马步兵二百，隶建昌镇。三十四年（1695)，设 

参将。四十年(1701)平定昌侧集烈之乱后，于四十三年(1704)改化林营为协，设副将，辖中 

军守备一营，分辖把总三员，驻防大渡河(泸定）、打箭炉和宜头（飞越岭东麓，汉源县宜东 

区)三处，各配兵五十名。雍正元年(1723)，于巴塘设副将统兵三百，二年（1724)改设游击 

统兵五百，并置竹巴笼汛，设外委，又于里塘吹音设守备统兵二百。五年（1727)清军西进， 

置角洛汛(道孚葛卡乡），设把总；于打箭炉、里塘、巴塘置军粮府，派州、县流官任粮务（即 

粮员，俗称粮台），兼摄民政，粮务之下设守备、千总、外委等官。又设泸定桥巡检，管泸定桥 

和沈村、烹坝驿站，隶雅州。七年(1729)升雅州为雅州府，管理西炉和炉边广大地区。次年 

改化林协为营，置都司，移副将驻泰宁(道孚协德乡），设泰宁协，于打箭炉设阜和营，中渡 

(现雅江）设德靖营，道坞（现道孚）设安宁营并筑土城，三营守备均改补都司。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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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移雅州府同知分驻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驻地，置打箭炉厅，隶雅州府，以管 

理汉藏贸易和关内外各土司及其朝贡事宜。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大、小金川；四十三 

年（1778)，移泰宁协副将驻打箭炉，改设阜和协，会同打箭炉厅管理各地士司，泰宁留守备 

一员驻防，于雅江渡口设中渡汛。四十二年（1777)，于巴塘设都司，其下仍设竹巴笼汛。四 

十四年（1779)，金川流域改土设屯，于丹巴置(鲁密）章谷屯，隶懋功（阿坝州小金县）屯各 

厅;宅垄寨雍姓头人兄弟二人因在金川战役中有功，授千总、守备之职。同治元年（1862)， 

在甘孜置麻书汛，设千总。次年，置道孚汛。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了平息霍尔章谷 

和霍尔朱倭两土司之争，仿丹巴设置，置炉霍屯，隶打箭炉厅；次年又复土司制。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川总督鹿传霖派提督周万顺攻克瞻对，奏请在三瞻地区设定 

瞻直属厅，设同知，隶建昌道，移建昌道于打箭炉，打箭炉亦改为直隶厅，仍设阜和协，将霍 

尔章谷和霍尔朱倭两土司改土设屯，麻书、孔撒、白利三土司改归两屯管辖，统隶于定瞻厅 

同知。此事遭到四川将军恭寿和驻藏大臣文海的反对，清廷亦认为“非保藏之计”，电告川 

督“已给之地不索还，已给之官不更易”，瞻对仍交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二十九年（1903)，将. 

原属雅州府分驻打箭炉同知改为打箭炉直隶厅，径隶建昌道，“关外土司事务，照旧管理； 

巴塘、里塘粮员等官改归该厅察举优劣，核转案牍;前归雅州府属的沈边、冷边等土司及泸 

定桥巡检，一并归该厅管辖”。三十年(1904)，升打箭炉厅为直隶厅，并复置炉霍屯。

光绪三十二年（1906 )七月，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三 十 四 年 （1908)，由清廷 

“赏给尚书衔，为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赵开始在康区 

强行改土归流，收缴各土司印信号纸，废除土司制，由清政府派流官管理。奏请将巴塘、里 

塘土司辖地分设为理化、定乡、稻城、巴安、盐井等县以理民事，同年奏设康安道（道治巴 

安），改打箭炉厅为康定府，改巴安县为府;划出明正土司所属雅砻江以东各土百户地和理 

化崇西土司地，于中渡置河口县(今雅江）；又从理塘划出毛垭、曲登，从巴安划出冷卡石设 

三坝厅，隶巴安府。宣统元年(1909)置边北道邓柯府、德化州（德格）、白玉州、石渠县。宣 

统三年(1911)置冷卡石县(义敦），改道坞汛为道坞设治局，先后在瞻对、得荣、甘孜、章谷 

(炉霍）、泸定桥设委员。同年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秌奏请清朝廷建西康省，提出：“边境及古 

康地，其地在西，拟名西康。”傅并着手在巴塘建巡抚衙门。川督赵尔丰还会同傅接受色达 

头人嘎多内附，委其三兄弟为保正，并派道坞设治局委员杨宗汉经杜柯、中下色达等地査 

勘地形，调査户数、牲畜，拟设“达威县”治。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其事未果。

第四节民国时期建置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此鼎革之际，英国乘机唆使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分子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