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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仁正呷 女 藏 理塘 大专 2001 年调入

丁 梅 女 藏 理塘 本科 2003 年调入

赵朝友 男 汉 泸定 中专 2004 年退休

四、图书发行

理塘县的图书发行主要由新华书店具体负责。书店除配合形势教育认真发行了

重要文献、政治读物外，还认真作好全县中小学的教材及辅导读物的发行工作，

保证了春秋两季教材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同时，书店还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发

行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健康有益的书画和刊物，并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开办了文化用品、音像制品门市，既丰富了文化市场，又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

1991～2005 年，理塘县新华书店累计发行各类书画和刊物 150 万册（张），销

售金额达 480 万元，实现多种经营销售 12 万元。

一、方言

理塘境内的藏语可分为三种：康方言、安多方言和雅砻方言。

（一）康方言

康方言俗称农区话，主要分布在木拉、濯桑、拉波、君坝、下坝和热柯的喇嘛

垭乡等地，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这些方言区，其发音虽然大体一致，

但由于居住地不同而语音变化也较大，甚至仅隔一沟一河，其语音也各异，俗语

的“一沟一语”即是这种现象，这是由于历史上大小土司各霸一方、各自封闭、

人们相互间交往少所致，因而，在使用康方言的地区又大致分为理塘语和拉波语

两种。拉波语仅在拉波、麦洼两乡使用。

理塘藏语虽属康方言，但也有很多地方不相同。主要表现在：1、它保留了部

分古藏语的词汇。2、对藏文字母的读音不同。3、词尾有所增加减。4、土语是书

面语或其他方言中没有的词汇。5、藏民族常面对自己所崇拜的寺庙、山神、护法

神赌咒发誓，因地域不同所崇拜的对象各异，发誓的誓词也就不同。

在康方言中，濯桑区的雄坝、甲洼、藏坝三乡和君坝、下坝区的农民均有明显

的地方话（地脚话），与新龙县的下占区属于同样的语言支系。高城镇的农民由于

历史上与拉萨、昌都、甘孜、德格等地官商来往较多，有部分人会讲拉萨、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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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话。

（二）安多方言

安多方言俗称“牛场话”。主要分布在毛垭区的 4 个乡、热柯区章纳乡和拉波

区格木乡的一部分，全是牧民，使用这种方言的，相互间语音用法的变化不大。

（三）雅砻方言

雅砻方言又称“扎巴”方言。讲这种方言的在境内只限于呷柯、绒坝两乡居民。

有学者认为使用这种方言的先民是雅砻江上游最早的居民。理由是雅砻方言与同

语族的羌语、普米语、尔苏语比较接近，属羌语支。因而有人干脆认为这里的农

民就是羌族的后裔。但不管怎样说，这些地方的居民仍以康方言为主，同多异少。

二、谚语

藏族人民的谚语比比皆是，比喻形象贴切、道理深刻。现就具有理塘特色的谚

语摘录于后：

牧放山野的牛羊

失落门后的碧玉

走运时空中鸟飞来

倒霉时儿女走他乡

乐时同吃山头草

苦来共饮坑中水

多嘴多舌招事非

多手多脚惹灾祸

头上虽有七窍孔

进食之权只有嘴

既不惊动鸡，又能取得蛋

既不惊动人，又能办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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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卖，春天卖了马驹

不会买，秋天卖了老马

未寻他人瑕疵前

先察自己长与短

少积钱财

多钻学问

只要好吃，胀死也甘心

只要事成，衣破又何妨

话说三句要唇舌钱

路走三步要辛苦费

百个男子一个鬼

百个女子一个仙

对待君子只需说

拉拢常人要用钱

使用小人请吃喝

聪明人争辩为的是集体

普通人争辩为的是个人

愚蠢人争辩为的是饭碗

春日漫长三冷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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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漫长三苦三甜

只许长官射箭

不许仆役挽袖

下雪不分阴山阳坡

日照不分山上山下

喝上内地茶

不忘驮茶马

山羊受惊，撞不倒柱子

公鸡发疯，踏不破屋顶

走投无路，投亲靠友

遇上恶狗，就找石头

第二章 旅游管理

1998 年，县委宣传部内设旅游股；2001 年，成立理塘县旅游局挂靠县机关事

务局；2002 年，县旅游局与文化局、电影公司、文化馆合并组建为县文化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