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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局有职工14人（含县文化馆职工5人）。2001年～2005年，历任局长为格绒仁青、洼西彭措，

副局长为甲么、洼西彭措、谭萌、热龚东灯。

第二节　旅　游

一、旅游资源

乡城县旅游资源富甲天下，潜在开发前景大。险、雄、幽、秀、美的自然景观独具神韵；古、

朴、奇、特、妙的人文景观品位超然。乡城是迄今难寻的一方净土，是当今社会向往回归大自然的

乐园，素有“天然野生王国”之美誉。

（一）景区

1. 香巴拉七湖

香巴拉七湖景区位于县城以东14～28千米的范围内，总面积120平方千米，海拔2 860～5 122

米，入口为省道217线旁，距县城18千米的雨洼村。景区主要由高山冰斗湖泊群、瀑布溪流、雪山

草甸、原始森林、茶马古道遗址、藏寨古碉、珍稀野生动植物、古冰川遗迹等构成。为搞好香巴拉

七湖旅游开发，2005年，乡城县在聘请有关专家对景区进行科学考察论证的基础上，积极申报省级

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并开始了对景区公路的规划和建设工作。

香巴拉七湖由七个高山湖泊沿梯级冰川谷串联排列而成，为典型的冰川刨蚀湖和古冰斗，周

围山体古冰川活动痕迹明显，原始生态保护完好。群山环抱的香巴拉七湖，像一颗颗灿烂夺目的宝

石，像一双双含情脉脉的秀眼，把堆琼积玉的巍巍雪山、翠玉镶金的莹莹牧场、帷幕四布的嶙峋山

峦、千姿百态的绿树丛林，一一倒映湖中，洋溢着无穷的诗情画意。沿着香巴拉七湖攀上景区最高

峰索郎峰（5 122米）瞭望，稻城亚丁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3座神山尽收眼底。景区内有泽仁

措（措：海子）、拥知措、尼斯然措等高山湖泊，达森天然牧场，那拉岗天村藏寨和若崩公寺庙，

还有岩羊、黑熊、白唇鹿、獐子、豹子、藏马鸡、松鸡、雪雉等飞禽走兽，常与行人不期而遇。

2. 然乌天浴温泉

然乌天浴温泉位于乡城东南然乌乡克麦村境内，距县城35千米，温泉至乡（城）香（格里拉）

公路接口约3千米。

然乌天浴温泉出露于克麦村宽谷阶地中，紧靠曲堆河，在300米左右的范围内，有20多处温泉

从地下溢出，各泉水量大小不一，水温高低悬殊，最高近68℃，最低只有17℃，主要有老人泉、煮

泉、蛇泉等。然乌天浴温泉已建成室内浴池、露天浴池、游泳池，在此洗浴、食宿、采风皆很方

便。然乌天浴温泉历来为远近藏胞洗浴的天然浴所，泉水被当地群众认为能祛风除湿，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这里男女共浴的风俗年代久远，泡在温泉中的男女老少落落大方，无遮无挡，习以为

常，不觉为怪，在当地人看来是很自然、很传统的习俗，并无失礼之处。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人

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最古老的温泉天浴文化。然乌天浴温泉周围是白色藏寨民居和田园风

光，这里民风民俗古朴，山水风光秀丽。

3. 萨苟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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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苟（藏语称雕或鹫）神山海拔5 278米，形似神雕展翅，故此得名。萨苟神山距然乌天浴温

泉约20千米，有高耸的雪峰，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溪水，开阔的草坝；有清澈见底的高山湖泊，湖

面依稀可见的“海市蜃楼”；有栩栩如生的嶙峋怪石，自然天成的“十六罗汉”。

沿然乌天浴温泉逆流而上是曲堆峡谷，幽深的峡谷犹如神斧劈开的一道口子，大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势，为茶马古道要冲。谷中溪水奔流，森林茂盛，古树参天。青达草场、查呈措、杜

鹃林、溪流、野花、飞禽走兽，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天然画卷。

然乌“天浴”风景区是沐浴、观光、摄影、探险和民俗旅游的佳地。随着旅游业的兴起，然乌

“天浴”风景区已经得到逐步开发，柏油路可直通然乌天浴温泉，沿迂回的茶马古道可游览萨苟神

山各处景观，游览者可在萨苟神山尽情感受大自然的雄奇俊美。

4. 尼丁峡谷

尼丁峡谷位于县城西北面50千米处，有乡（城）得（荣）公路连接，是一条高山峡谷，长约10

千米。峡谷内有温泉、神山、寺庙、溶洞、瀑布、原始森林和珍禽异兽。

（1）神龙潭

位于尼丁峡谷入口处的神龙潭，是一处温泉池，泉水清澈见底，水中有无数的天然鱼群。当地

农牧民将此处供奉为神龙潭，相传是炯噶窝神的憩息之地，曲批岭寺僧人每年都要到此举行宗教祭

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神龙潭的五彩鱼是禁止捕捞的，常常有人在池边给鱼喂食。葱

茏的柏树、险峻的山峰倒映池中，五彩鱼自由追逐嬉戏，争抢水中食物。

（2）溶洞

尼丁峡谷有许多千奇百怪的溶洞，每个溶洞都有一段美丽的传说。

噶玛巴禅洞。位于叠庆岭左上方的岩石间，洞前古树参天，洞口狭小，洞内宽阔。在洞内的

石壁上天然生成的咒文、六字真言和佛像清晰可见，给溶洞增添了几分神秘。洞内有晶莹凉爽的甘

露，饮一口就会沁人心脾，使人精神倍增。

吉祥天母宫殿。噶玛巴禅洞的上方是女护法神吉祥天母宫殿（溶洞），洞口有一棵高大的香柏

树，树根裸露并顺着洞口蜿蜒伸向洞内深处，足足有20多米长。传说此树就是吉祥天母的生命树。

虔诚的信徒们常拾起一些落叶树皮熏香驱邪，祈求神灵保佑全家人丁兴旺，平安吉祥。洞内石壁上

有栩栩如生的天然佛像，钟乳石构造出的人和动物形象惟妙惟肖。

度母宫。位于叠庆岭左面的度母宫，是一个高大的溶洞，溶洞的岩壁上有钟乳石形成的形态各

异、晶莹剔透的21尊度母像，还有形状像动物内脏器官的钟乳石。

（3）日照神山

日照神山南北走向，呈锥形，主峰海拔4 890米，峰顶常年积雪，阳光洒在上面，金光闪闪，

蔚为大观，雪峰下是陡峭的山崖，岩石裸露，角峰刃脊，形态万千。在盛夏季节，这里绿草如茵，

鸟语花香。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有不少贝母鸡、松鸡、獐、野兔、白唇鹿等珍禽异兽在此繁衍生息。

日照神山还有神石溪、葫芦瀑、神山门、金龟洞、老虎崖、一线天等奇妙景观，是游览、观光、摄

影、探险的理想之地。

5. 绒绕神山 

在硕曲河下游，距县城28千米处的洞松乡境内，有一座美丽的神山叫绒绕神山。绒绕神山的南



·  268 ·

乡城县  志（1991年～2005年）

面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为邻，是自古以来乡（城）中（甸）两县交界栈岩通道。

远眺绒绕神山，形如鸡冠侧卧硕曲河畔，山的最高处海拔约4 000米。在此山附近的秋松岗

村，是后来成为第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的经师，登上甘丹法王宝座，任第六十九代甘丹法王的第

十七世赤江活佛（又名向秋曲批）出生的地方。都绕拉康有赤江活佛用过的“格让唐卡”、“手

印”、“祈祷文”、“海螺”等遗物，故而绒绕神山成为了笃信藏传佛教者朝圣的地方。

绒绕神山在西藏有“康森扎冲岭”之说，意为康巴狮子溶洞山。每年到神山熏烟、烧香、敬

佛、朝佛、转山、观光的人络绎不绝。无论是在遮天蔽日的原始密林中，还是在紫青色的悬崖绝壁

上，到处都有引人入胜的美景，如“辟邪窟窿洞”、“天梯18阶”、“狮子洞”、“食人洞”等。

山中还有几百种名贵植物和栖息在悬崖、丛林中的各种飞禽走兽50余种。

在众多的景观中，最能吸引人的要数“狮子洞”和“神水潭”。这两处景点位于山巅百尺之

下，这里长年松青叠翠、杜鹃似锦，猕猴、松鼠在树桠上爬来跳去，常与游人逗乐嬉戏，不断下地

啄食游人丢下的食物，白马鸡咯咯咯地叫个不停。在“神水潭”旁边，长着一棵硕大的散发着幽

香的古松柏，朝圣的人们都要将松柏树上掉下的枯枝落叶、水潭里的水带回家中视为珍品熏烟和

饮用，以祛病强身、延年益寿，保佑全家吉祥如意。距“神水潭”约20米处，有一小楼阁，一直是

历代高僧修炼的地方。小楼阁正面便是“辟邪狮子洞”，传说，人要入洞前必须先看好洞口沙土上

的“狮子脚印”，如果“脚印”朝内，那人不能进去，如果“脚印”朝外，人可以进去。洞口高1

米有余，人可弯腰侧身进去。洞内黑漆漆的，只闻滴答、滴答的细水击石声。点燃松枝或打开电筒

一看，洞内上上下下全是天然形成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疆场厮杀场面，还有许多神话传说中的

动物形象。洞内中央有一形状独特的钟乳石，据说是赤江活佛的“遮羞器”。当年赤江活佛家里很

穷，连衣服都穿不起。他姐姐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就为弟弟编织了这个“遮羞器”。

洞内的传说妙趣横生。整个洞长不过10余米，分为外洞和内洞，从外洞到内洞，要经过一狭

口，据说，积善行德的人都能顺顺当当通过，而坑人害人之徒哪怕苗条细长也难以通过，会卡在狭

口上。进入内洞的人就能看见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如人的五脏六腑、佛教的各种法器和吉祥八宝

图。相传，只要人在活着的时候能见到这种场面，将来仙逝后到了阴间就不会被吓倒。

（二）田园风光

地处甘孜州西南部的香巴拉——乡城，被誉为康巴江南。这里气候宜人，风光秀丽，物产丰

富，民风古朴，宗教文化氛围浓厚。

硕曲河、玛依河、定曲河穿林过谷，从毫无污染的土地上流过，孕育了河谷阶地上富饶的土

地。沿河两岸散布着一座座白藏房组成的村落，犹如一粒粒珍珠撒落在人间。这里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田野里一片片翻滚的麦浪，果园里一簇簇绽放的花朵，村子边辛勤劳

作的美丽姑娘，还有掩映在绿树红花中的白色藏房，犹如人间仙境。金秋时节，秋高气爽。苹果映

红了脸，粮食装满了仓，恰似古人陶渊明笔下描绘的丰衣足食的世外桃源。

漫步在乡间小道，沐浴着清新的空气，偶尔传来悦耳的劳动号子裹着悠扬的田园牧歌，伴随着

微风飘来一缕缕烤青稞酒的幽香。停下脚步深吸一口，让人流连忘返，如痴如醉。

带着敬佩与赞美的目光走进白藏房，好客的主人就会为您捧上香喷喷的酥油茶，或者斟上自家

酿制的青稞酒，请您品尝农家特有的美味佳肴。到藏家做客，您就有了直接与当地民间文化交流的



·  269 ·

◎ 第六篇  社会事业

机会，听老人为您讲述古老的传说，讲述“乡城三绝”：疯装、（乡城地区独有的一种妇女穿着的

连衣裙）、白藏房、桑披岭寺，分享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建筑、雕塑艺术，探索在现实生活与虚拟

世界长期作用下幻化出的灿烂的宗教文化奥秘。如果有幸和群众一道参加锅庄、弦子、民间艺演等

活动，更能领略乡城本土文化的无限魅力，感受康巴江南——乡城世外桃源的无穷乐趣。

（三）景点

1. 康巴名寺——桑披岭寺

桑披岭寺，意即遂心如意、兴旺发达之寺庙，又名噶丹桑披罗布岭寺，系五世达赖洛绒降措于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倡导在康巴地区兴建的十三座格鲁派寺庙之一，是闻名全藏区的西藏噶丹

寺的属寺，寺庙一直由西藏三大寺委派喇嘛主持。19世纪末，该寺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占地达8

万余平方米，住寺喇嘛1 800余人，建筑除有释迦牟尼佛殿、无量佛殿、宗喀巴大殿外，还有大小

僧房400余间、小经殿2座，四角还筑有碉楼。整个寺庙俨然一座古老的城堡，蔚为壮观。经过几个

世纪的风风雨雨，至20世纪90年代，该寺围墙和大部分僧房成了破垣残壁，加之又处闹市，与乡民

心中的佛教圣地极为不称。因此，经州委、州府批准，1995年10月，桑披岭寺得以迁址新建。

新建的桑披岭寺位于巴姆山麓的同沙共(门坎山)，建筑风格大体模仿旧寺，并兼容了印度、尼

泊尔等国寺庙和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的藏区及西藏各寺庙的特色，还吸取了汉式殿堂的特点。新

寺在规模、气势、装饰、雕塑、绘画等各方面比旧寺更为富丽堂皇、雄伟壮观，在整个康区也是首

屈一指的。

新建桑披岭寺不愧为艺术的殿堂。

（1）建筑艺术

桑披岭寺背靠巴姆山，面临硕曲河，坐西向东，全寺占地面积6余公顷。寺庙外围筑有椭圆形

围墙，以红黏土为材料，厚2米，高4米有余；正殿外观6层，呈现前低后高、上虚下实、下大上略

小的“椅形”，墙基为花岗石，墙体为“阿嘎土”夯筑，坚硬结实，最厚处达2.5米，墙体上还筑

有浸染了红色颜料的“本则薪”，起到装饰、减重等作用，在“阿嘎土”夯筑的墙体表层用白土进

行粉饰，起到美观、护墙的作用，同时，象征着吉祥，墙体装有钢筋，配合金顶、金幢等宗教装

饰，巧妙地起到了寺庙建筑防雷电的作用。正殿有280根柱头，木柱密筑，其框架为支撑柱网式混

合形式，土木结构，占地2 000余平方米，可容5千余人盘坐念经。大殿上层镀金筑铜瓦，殿宇屋角

兽吻飞檐，正面顶层精巧地布置有鼓楼和号楼；中层有27间房屋，分别设有活佛暂住的诵经室及值

班室、会计出纳室和经室等，内壁回廊雕饰精美、壁画琳琅满目，汉式隔扇窗棂为镂空木雕；下层

花岗石柱基琢磨精细，柱基上方木柱及斗拱、梁枋、望板绘有彩画和木雕镂空佛像及狮、象等各种

动物和植物图案花纹，特别是其中4根木柱，高达15米，为整根原木做成，每柱直径0.8米有余，下

部为方形，上部为圆形，采用浮雕镂空滚龙抱柱装饰，大器浑然、气势磅礴，动势明显、栩栩如

生。正殿前排佛座神龛，雕筑精湛，供奉有弥勒佛、宗喀巴三师徒、释迦牟尼、绿度母、文殊菩萨

等镀金铜像和降魔金刚、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普明大日如来等泥塑佛像，以及千手观音、白伞

佛母等塑像。

正殿前面为有80根柱头的围廊，与院坝共占地3 335平方米。围廊为长方形，三方顶部饰有金

幢，飞檐垂吊着风铃；正面开有20扇窗和一正两侧三道门。正门门楼为4根柱头支撑，柱基为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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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其上是大象托柱，柱上镂空雕刻有各种动物，柱头为雄狮抬梁，梁顶为双层吊檐，气势雄伟。

正殿左边为厨房，有42根柱头，两层，占地340平方米，可供4千余人同时用餐。

桑披岭寺的建筑主要体现了藏族传统的碉房建筑形式，并融会了各地寺庙建筑特点，是多元

化的结合体。主殿具有拔地凌空、巍峨高耸、依势布局、气势雄伟的造型特点，其他殿堂及附属建

筑结合自然环境，做到了因地制宜、主次分明、点面结合，达到了既突出主寺又协调各组建筑体的

空间组织效果。在建筑中充分考虑了防潮、防火、防水，以及通风、采光、方便实用等要求，如箭

窗、通水沟、下水道、厕所等的设施极为齐备。

（2）绘画艺术

桑披岭寺的绘画按种类分为壁画、唐卡画和木器画3种。画派主要以噶派为主，兼取百家之

长，绘画技法高超，追求一种真实的境界，给人以神话人物又重新回归自然的感觉。在众多表现手

法中，有一种名为“久母”的，它是用牛胶、糖、蒜汁、白酒、石膏（或白土）和染料混合成浆状

原料，装入皮袋中，挤压皮袋，使原料从皮袋小孔中流出在壁板上勾画出图像，再分层上色的一种

绘画方式，具有立体感强、线条明快的特点。

桑披岭寺绘画作品构图宏大，通常依照瞰式散点透视的特殊规律，利用有限的画面表现最大时

空，巧妙将几种不同时间的不同故事情节组织在咫尺平面中，造出可望、可游的艺术境界，既强调

对称均衡、疏密等关系，又重视情景交融；画幅之间的空白，用多种多样的图案过渡连接；在色彩

的运用上多用单色、间色、大红大绿等原色及金黄色作画，在色彩的不调和中求得和谐统一，使作

品显得浓重艳丽，热烈明快，对比强烈。

桑披岭寺绘画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表现各异。显宗佛像形态一般为慈祥、和善之姿，

由组画和众佛图像绘成，画面以浮云、流水、树丛、山石为自然间隔物，每个画面都体现一个完整

的故事，众佛图像以主尊为中心，四周分别绘着佛教故事；密宗佛大都显得威猛、愤怒，画像有的

千手千眼，有的三面六臂……佛像神态各异，动与静、刚与柔、善与恶、美与丑对比强烈，鲜明突

出；传承祖师像一般用唐卡艺术的平面构图法，把人物安排在画的中央，然后在人物周围将其一生

主要的活动表现出来，情节生动，表现逼真，既独立成章，又紧密相连；柱头、梁枋、廊顶处彩画

色调独特，奇妙动人。

（3）雕塑艺术

桑披岭寺的雕塑艺术，既融合了印度、尼泊尔等国以及国内各地藏区的佛教雕塑艺术技法，又

体现了乡城本地的特色和风格。雕刻方面，木雕应用广泛，水平较高，有圆雕、浮雕和镂雕，大至

数米，小至寸许。佛塔、梁柱、飞檐、门窗、扶栏处处都有精雕细镂的各类佛像、鸟兽、花木或吉

祥图像，作品造型千姿百态、刻画传神。塑像方面，多为铜质镀金佛像。最大的是宗喀巴殿的宗喀

巴大佛像，高达18米，加上佛座，总高近30米。最珍贵的是正殿内供奉的千手观音佛像和百伞佛母

像，其塑像材料和工艺乃桑披岭寺独创，两尊佛像均是用香柏、金银、松石、玛瑙、珊瑚、珍珠、

宝石等与各种药材磨细后同牛胶混合塑筑，用九眼珠、宝石、珊瑚等镶嵌，并以金银装饰。由于香

柏和各种药材散发的香味独特浓郁，故两尊佛像又称檀香佛。同时，两尊佛像所用金、银比例不

同，故色调也不相同，千手观音佛像用金比例大，显得金碧辉煌、富丽华贵，百伞佛母像用银比例

大，显得亮丽、鲜明。两尊佛像均高达2米，造型精美、刻画细腻、形象生动、造价昂贵（仅用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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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珊瑚、玛瑙等珠宝就超过了5千克）。

新建的桑披岭寺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是乡城人民自己打造的旅游精品。桑披岭寺的建筑、绘

画、雕塑均是乡城的工匠和寺庙僧侣所为，在几年的建设过程中，通过在学中实践、在实践中不断

创新，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建筑、绘画、雕塑等各方面的人才；桑披岭寺工程浩大，投资甚巨，建设

投资近千万元，群众投工投劳不计其数。可以说，桑披岭寺是乡城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2. 白藏房

乡城白藏房，只存于乡城及周边少数地区，在整个藏区都独具特色。

乡城白藏房属碉楼式土木结构，墙脚用条石或片石干砌出地面做基础，墙体用黄黏土通过“干

打垒”筑成，厚度一般在1米以上。墙体外斜内直，下大上略小，外观朴实端庄、简洁大方。室内

木柱密架，藏房的大小以柱头多少来定，多数为35根柱头至118根柱头，柱头越多，房子越大，其

造型主要为长方形和“厂”字形。外墙均用象征吉祥的白土涂刷成白色，这既起到了保护墙体不被

雨水直接冲刷的作用，又达到了墙体洁白无瑕的目的。因此，乡城藏房特称“白藏房”。

乡城白藏房一般为3层或4层的平顶建筑，底层做畜圈，中层为经堂、厨房、客厅、卧室等。各

种藏式橱柜、灶台神龛、水柜精工细作，彩绘绚丽。经堂内有反映藏传佛教内容的雕塑、壁画、唐

卡、经卷等。顶层用以堆放草料或杂物。藏房的正面墙上排出的梯形窗及房顶屋檐边都有多种雕塑

和装饰。高、大、白是乡城民居的一大特点，一座白藏房，足够一家几代人居住，将卧室、厨房、

晒场、畜圈、家庭经堂等多种功能集于一体，世俗与宗教紧密结合。经堂是家庭佛事活动的场所，

也是出家人读诵经文、起居饮食的地方。乡城白藏房体现了乡城藏民的勤劳、智慧和创新精神，独

具匠心的建筑风格展示了人们鲜活的生活基础和民俗渊源，是乡城民俗的集萃。乡城白藏房遍布城

乡，在崇山峻岭之中，河谷阶地之上，一处处耀眼的白色藏寨，犹如颗颗美丽的珍珠散落人间，蓝

天白云、绿树青山、果树田园，一一映衬着藏房的洁白，展示着人居和自然环境的和谐之美。

近年来，随着大香格里拉旅游业的兴起，乡城广大农村也逐渐发展起了民居接待特色旅游。  

3. 遗迹

（1） 洞松石棺古墓群

2005年3月，乡城县洞松乡卡心村移民搬迁户在建房取土时，发现一处石棺古墓群。为使古墓

文物得到有效保护，乡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特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祖军和甘

孜州藏博馆馆长邓康云到现场作技术指导，于2005年4月，对石棺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洞松石棺墓群按照梯形结构，分6排错落有致地排列着。第一排有5座，第二排有3座，加上已

破坏的一共30座古墓，占据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土地面积。从19座古墓中共清理出土各种文物140件

（套），有石斧、石锥、石镞、石叶、羊角、鹿角、绿松石珠、青铜器等。最独特的是“环首铜

刀”，它实质上是一把刀柄部分为圆形，刀的前端呈圆弧形又开刃口的青铜刀。“环首铜刀”在岷

江和金沙江流域地下文物考古发掘中也十分罕见。石棺墓群出土文物显示，这里是一个以手工业经

济为主的部族公墓，从墓葬排放的方式上看，这里已经出现等级划分，初步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墓

葬。

洞松石棺古墓群的发现，不仅可以补充古史记载的不足，说明2 000多年前这里就是比较适合

古代人类繁衍生息的场所，改变人们一说青藏高原就是“蛮荒之地”的认识，而且对康巴地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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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历史文化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至少可以将乡城的历史文化研究提前上千年的时间，不再是《后

汉书》记载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白狼王献歌”归顺汉朝的时代，也为史学家和民族学家更进一步

研究古代人类生存与迁徙活动提供了珍贵的地下文物资料。           

（2） 古碉

乡城县城附近的香巴拉、尼斯、水洼等乡（镇），分布的多处古碉，是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占领

乡城期间由纳西族人修筑的，距今有300多年历史。乡城古碉全用黏土夯筑而成，为四角，每座古

碉都有9层，每层高2米左右，一般约18～20米，外观十分雄伟。据考，乡城古碉非军事争斗之用，

而为宗教祈祀之物。

二、旅游活动

1999年5月，成功举办了首届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节。

2000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旅游资源调查工作，走遍了全县12个乡（镇）各景点，推出了乡城县

首批尼丁峡谷、然乌温泉、马熊沟、佛珠峡、绒绕神山、带顶通果园、桑披岭寺等“巴姆山”系列

旅游景点。根据各景区特点及线路拟出了旅游发展方案。县旅游文化局制定了《乡城县旅游业2000

年～2005年发展思路》和《乡城县旅游业2000年～2010年发展规划》，出版发行了《巴姆神山》旅

游画册、《巴姆情歌》风光VCD带及录音磁带。邀请四川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国西部》等有

关电视台、杂志社及知名记者来乡城采风。与云南迪庆报社联办了《香格里拉旅游文化周刊》，打

造乡城旅游品牌。同时，协助国际知名电视公司日本NHK广播协会拍摄了《中国松茸的故乡——乡

城》专题纪录片向全世界热播，为乡城赢得了“松茸之乡”的美誉。同年10月，乡城县旅游文化局

举办了第二届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节，旅游事业逐步走上市场化轨道。

2001年，乡城县文化旅游局在“五一”黄金周前期，组建了首批六家白色藏房民居接待点。举

办了第三届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节。协助新加坡摄影团、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全国高校摄影联合

会西部采访团、人民画报社、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等团体完成对白藏房、疯装的专题拍摄和部分景区

的拍摄。

2002年，乡城县文化旅游局编制了《乡城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初步完成然乌至稻城亚丁景

区的踩线工作。举办了两场庆“五一”文艺演出活动及“香巴拉文化艺术节”、“新桑披岭寺开光

庆典”活动，观众累计达2.8万人次。组织了“北京——乡城香巴拉激情浪漫之旅”汽车拉力赛。

2003年，发放《巴姆神山》画册及《香巴拉旅游》宣传册子，推广歌曲《梦中的香巴拉》，

指导成立民居接待点，联系宣传媒体及旅游经营实体自费到乡城来采风踏线，接待宣传媒体并举办

展现乡城各大景点春夏美景的画展，发行《乡城·香巴拉之旅》的宣传折页、风光台历及邮资明信

片，塑造了“香巴拉”品牌。举办了乡城县景区讲解员培训班，成立了乡城·香巴拉景区讲解团。

先后3次对各景点进行深入考察，编撰了查呈沟景区导游词，在县广播电视局制作播放了景区风光

宣传片。

2004年，乡城县文化旅游局组织7人次参加文化旅游系统短期培训，设立“帮贫助学基金”，

制定并公布了《2005年文化旅游系统人才培训计划》，贯彻实施了《乡城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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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香巴拉七湖景区开发可行性的评定，制作印刷《桑披岭寺》、《曲披岭寺》及《桑披岭寺与

县城一角》3张大型外宣精美图景。组织考察团到云南，与云南香格里拉县签订客源互送等协议，

并与云南省的旅行社、旅游公司进行接洽。云南卫视《大香格里拉》拍摄的“乡城三绝”（白藏

房、疯装、桑披岭寺）在云南旅游市场全面上映。在甘孜州“第四届康巴艺术节暨首届中国·甘孜

香格里拉国际旅游节”上，乡城组织参赛的舞蹈节目获得两个第一的优异成绩。借用巴姆山宾馆保

安室成立了游人接待中心，着力市场运营。

2005年，乡城县文化旅游局组织12人次参加了文化旅游系统短期培训。申报香巴拉七湖景区为

省级风景名胜区，将曲披岭寺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诸多旅游专刊上刊登了乡城旅游外宣文字

及图片资料，出版了《香巴拉七湖景区》画册、光碟及图文稿。组织艺术团参加了“第六届国际西

部博览会”、“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财政研讨会”。先后接待旅游卫视、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四川

卫视等各级各类媒体，大力宣传“乡城·香巴拉”景区景点及人文资源。“乡城县艺术中心危改项

目”的申报得到国家计委批准，通过招商引资的形式，建成“香巴拉雪域锅庄演艺中心”，解决13

名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成功举办了由10项大型表演、比赛、演唱会、晚会等活动组成的“2005年

香巴拉文化旅游节”。遍访手工艺人，收集造册民间传统手工艺人名录，编制确定了《乡城县旅游

标志牌设置方案》，安装各类标志牌，制作各类授牌计30个。同年，乡城县文化旅游局协助专家开

展了洞松乡石棺墓群文物抢救性发掘和考证工作。

三、旅游商品

（一）特色产品

1. 藏猪

藏猪是乡城养猪业中最为普遍的原始品种，农村家家户户饲养藏猪。藏猪以青饲料为主食，终

年随牛、羊混群放牧。藏猪嘴长略尖，耳小直立，头狭额直，体窄背凸，四肢结实，腹线较平，奔

走迅速；视觉发达，嗅觉灵敏；被毛下有大量绒毛，抗寒能力强；鬃毛长而密，毛多为黑色，部分

猪额部、肢端尾尖为白色，也有直接与野猪杂交成棕褐色的；成年猪一般在50千克左右，胴体沉脂

力强，瘦肉比率高，纤维细腻，肉质细嫩，既可烤全猪，又可烹饪各色菜肴。藏猪肉最具特色的加

工方法为“全猪风干法”，其做法是将宰杀后的藏猪去其内脏和血水，撒上香料、食盐等，用线缝

合切口，堵住鼻孔和口腔，用黄泥糊住切口的缝隙，不让其与外部有空气流通，再把它放在阴凉干

燥处慢慢风干，可保存2～3年不变质。用这种方法腌制风干出的藏猪肉，嗅着有股臭味，吃着却香

味浓郁。

2. 藏鸡

藏鸡属高原型原始品种，是乡城农户养殖的主要鸡种。藏鸡体形较小，匀称紧凑，行动敏捷，

胴体净重一般不足1.5千克。头昂尾翘，翅羽和尾羽发达，善飞翔。头羽光洁，少数有毛冠，公鸡

冠为红色单冠，冠大直立；母鸡冠小，稍有扭曲。耳多为白色，少数红白相间，个别红色；肉垂红

色，胫黑色或肉色。母鸡羽色复杂，主要有黄麻、褐麻、白色、黑色等；公鸡羽色鲜艳，羽装色泽

一致，其主、副翼羽和尾羽为墨绿色，头颈羽、鞍羽均为红色或金黄色，身体其他部位有红、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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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藏鸡的胸、腿肌肉发达，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鸡蛋营养价值高。

3. 牦牛

乡城牦牛主产于热打、正斗、定波、白依、沙贡、然乌等乡（镇）。乡城牦牛体格粗壮，体

重500千克左右。公牦牛头短额宽，母牦牛头形略尖，额顶毛丛卷曲。成年牦牛卷毛盖至双眼，肩

峰较高，胸、臀发达，后腰平直，躯体呈矩形，一般生活在海拔3 500米以上的高原及高山垂直地

带；乳、肉、毛兼用，乳香肉嫩，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高，奶制品有酥油、奶酪等，肉可炒、炖、

卤、拌或制成牛肉干，是品质优良的纯天然绿色食品。

4. 松茸

松茸又名青冈菌、松口蘑。乡城全县各乡（镇）都有分布，年产松茸上千吨。生长于海拔2 

800～4 000米左右的温带、寒温带的高山栎、杜鹃、高山松等密林或混交林地上，与松树、栎树的

须根发生共生关系，从地下腐质土层中产生松茸菌丝。松茸的生长期一般在每年的7月中旬至9月上

旬，松茸幼时菌盖为半圆形，成熟后平展，菌秆为圆柱形，其颜色为淡黄色或乳白色。采摘上市的

松茸一般长5~20厘米，大者可达30厘米，重量超过1千克。乡城松茸以个头肥大、肉质细嫩、色美

味香而闻名中外。松茸产品由过去的简单粗放经营，逐步向精细加工直接外销的方向发展。涌现出

如乡城县硕曲绿色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乡城县雪松天然绿色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乡城县扎

西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主要加工生产的鲜品、盐渍、干片等产品，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各

国，成为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松茸不仅是家庭和宴席餐桌上一道难得的美味珍品，也是馈赠亲朋

之极品。

5. 藏式香肠（血肠）

在乡城农牧区均有的藏式香肠，香肠的制作方法是把屠宰后的猪或牛的内脏、精肉取出，切

细与血和在一起，加上各种佐料，用手搅拌均匀后灌入大肠或小肠内，用细绳扎好口子，分段用绳

拴紧即可。也有将荞面与猪血或牛血和在一起，再加上各种佐料，搅拌均匀后灌入大肠内，用细绳

系好口子即可。因此，藏式香肠又称血肠，或蒸或煮或烤。藏式香肠营养丰富，风味独特，久吃不

腻。

6. 果品

乡城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土壤结构最适宜温带果树生长。比较有名的果品有新疆核桃、红富士苹

果、金冠苹果、玫瑰香苹果、雪花梨、藏梨、水蜜桃、樱桃、葡萄、西瓜等。

乡城苹果色泽艳丽，多显红晕，光洁无锈，脆爽多汁，香甜可口；核桃颗粒大，色泽黄澄，饱

满易剥，富含油质，果味甘美；其他水果含糖量高，色香味俱全。乡城果品远销州内外和云南省，

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县内有大小果园100多个，面积达1200公顷，年产量1 000万千克左右。

（二）名贵药材

1. 虫草

虫草又名冬虫夏草，生长于海拔3 000～4 500米高原草甸疏松干燥、腐殖质多的阳光地带草丛

中。虫草单生，形似蚕，长3～5厘米，直径约5毫米，表面粗糙，深黄色，背部有较多横皱纹，腹

部有足4对。虫草性温、味甘，能补肺益肾，主治虚劳咳嗽痰血、气喘、腰痛、遗精等症。

2. 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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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贝母为川贝母，是百合科多年生植物，主要分布于热打、青麦、然乌等地海拔2 600～4 000

米的高山草甸杂草丛中。川贝母性微寒、味苦甘，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之功效，主治肺热燥咳、

虚劳久咳、咯痰带血等症。

3. 麝香

麝香简称麝，是雄麝（獐子）的肚脐和生殖器之间香腺中的干燥分泌物。麝香保香力极强，可

以制香料，也可以入药。乡城獐子以林獐居多，主要栖息于海拔3 000～4 500米的高山草甸、杜鹃

灌丛、裸岩、林地中，善攀爬，可上树，晨昏时到高山草坡、树林边缘觅食，以青草、苔藓、野草

为食。林獐体型较大，毛色呈灰褐沙黄色。麝香入药可开窍通络，性温、味辛，有开窍醒神、活血

通经、消肿止痛之功效，主治中风痰厥、神志昏迷、心腹暴痛、恶疮肿毒、跌打损伤、闭经、难产

以及冠心病、心绞痛等症。特别是雄麝香腺中成粒的称当门子，效力更佳。

第三节　文　化

一、文化活动

1991年，乡城县文化馆完成纪念红军长征途经乡城55周年的首届“五一五”纪念文艺演出及

送文化下乡活动。1992年，组织开展了县级机关各党支部参与的吉祥舞比赛。1993年，开展了搜集

整理乡城锅庄、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民间曲艺的工作，组织参加了甘孜州青年艺术

节文艺比赛，举办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举办老年、中年、青年舞会共

74场。1994年，组建代表团参加了甘孜州艺术节。1996年，组建了机关演出队，开展送文化下乡活

动，走遍了全县12个乡（镇），成功举办了全县美术书法比赛活动。1997年，举办了乡城县首届喜

迎香港回归普通话演讲赛及“庆七一、迎回归”藏汉书法比赛，协助文教体育局开展了乡城县首

届中小学文艺调演，成功举办了春节文艺演出及游园、锅庄晚会等文化活动。1998年，宣传普及县

歌《乡城·我的故乡》，组织成立了机关锅庄弦子队与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开展到全县12个乡

（镇）巡回演出的文化三下乡活动，放映影片12场。1999年，乡城县文化馆参与和创办了乡城县首

届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节，组建了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团，组织和指导全县各乡（镇）及中小学参

加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节的表演节目，协办了迎新世纪卡拉OK比赛及乡城县第二届中小学生艺术

节。邀请甘孜州歌舞团作曲家阿金谱写了《欢迎你到乡城来》、《巴姆山》等歌曲。2000年，开展

了文化三下乡活动，带领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团参加了甘孜州第二届青年艺术节。组织群众开展歌

舞晚会16场，参加活动人员达7 500人次。2001年，带领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团完成了第三届巴姆

山民族文化艺术节的演出任务，并参加了四川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类的比赛。

举办群众歌舞晚会27场，培训乡村文艺演出队共6次，放映影片7场。2003年，开展城区每周一、

三、五的大众广场文艺活动。同年，将巴姆山民族文化艺术团更名为香巴拉民族文化艺术团。2004

年，开展城区每周一、三、五的大众广场文艺活动。开展送文化下乡演出13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活动3次。同年，创作小品3个、美术作品16幅、书法作品6幅。2005年，与县民政局老龄委协作，

以每天下午轮流举办的方式，在城区开展星期一至星期六大众广场文艺活动。开展送文化下乡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