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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篇　民族　社会风土

乡城县境属藏族聚居区。2005年，全县共有藏、汉、彝、回、羌、蒙古、土家、白8个民族27 862

人，其中藏族26 392人，占总人口的94.72%，汉族1 446人，占总人口的5.19%，彝族10人，回族4

人，羌族4人，蒙古族3人，土家族2人，白族1人。

第一节　藏　族

乡城藏族以本地土著人为主，“公元658年，吐蕃出动12万人马出击白兰，南线深入到康南及

滇西北”。乡城沦于吐蕃，吐蕃移民亦迁徙来此，促成土著人和吐蕃的融合。1252年，蒙古族以兀

良合台为先锋的西路大军征服南诏，途经乡城，留驻部分兵马，其中少数人在乡城安家落户，与当

地藏族相融合。1554年至1640年，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占领乡城，移来大批纳西族人开垦种植。1640

年，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兵南下打败木氏土司，部分纳西族人逃回云南，部分留在乡

城同藏族一起生活，经过明清两代，乡城的纳西族与藏族逐渐融合。1950年，甘孜藏区解放后，从

内地和外县到乡城工作、学习的其他民族逐步增多，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共同进步，相互通婚的

现象普遍。

乡城藏族语言属康区藏语，又自成一系，其文字系藏文。

第二节　汉　族

1905年底，赵尔丰率边军进入乡城，第二年平定了乡城桑披岭寺，有少数驻军在此安家。同时

从四川内地招引农民来乡城进行屯垦，这是汉族首次进入乡城定居。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札发乡城委员垦费银一万两”、“内地资遣垦夫……制农具，造垦房，购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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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耕牛等项载在需费”。同年，“各县招募垦夫八百名内……先至者发定乡二百名”。然而为时

不久，宣统年间垦民就因不堪忍受垦务委员吴奇的残酷盘剥而纷纷逃往云南、稻坝、盐井、理塘、

巴塘等地，所剩无几。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路过乡城时留下了3名伤病

员，加上国民党驻军官兵和历届民国政府官员，多时达数百人，但至甘孜藏区解放初全县汉族不过

10余人。

解放后，一批批机关干部、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建筑工人和各类大中专毕业生受党和政

府的派遣来到乡城。其中不少汉族干部、工人、退伍军人在乡城安家落户，长期与藏族人民亲密相

处，共同为建设香巴拉乡城美好家园而努力。

第一节　饮　食

乡城县城乡群众的日常食物以糌粑、面粉、玉米面、甜荞面、酥油、奶饼、牛羊猪肉等为主。

其饮料主要为酥油茶和青稞酒，而酥油茶又为每日之必备饮料。

菜蔬以马铃薯、萝卜、白菜和瓜类、豆类为主，几乎家家种植。水果有苹果、梨、李、桃、

杏、葡萄、樱桃等，以硕曲河沿岸种植为主。干果主要以种植核桃为主。

随着改革开放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亦发生了深刻变化，

大多数人喜欢大米、面条、猪肉、鸡肉、鸭肉、鱼肉、清油以及各种蔬菜等。

第二节　茶　趣

乡城群众不可一日无茶，尤喜喝“硝水茶”。纷纷扬扬的春雨过后，是乡城人喝硝水茶的日

子，有两个极好的去处——冷龙沟和白格柴柯温泉，丰富的矿物质使这里的两股温泉成为了乡城最

具有特色的天然“茶水”，因它不需要放入任何茶叶类物质，只要将此温泉水加热熬煮变色，加入

酥油和盐，就成了乡城人特别青睐的硝水茶了。 顾名思义，这两处温泉被称之为“硝水”。

晴朗的日子，亲朋好友相邀而至，备上丰盛的牛肉干、锅魁、面果、奶渣等，在温泉边搭上帐

篷，铺好藏毯，把大锅架在篝火上，将硝水烧沸，边熬边加，泉水由无色渐渐变成牛奶般雪白，这

才算熬成了可以饮用的“茶水”了，这第一道“茶水”要熬煮一天时间，可谓精工细做了。第二道

要将熬好的“茶水”倒入木制茶桶中同酥油、盐一起搅拌，这才算通常所说的硝水茶。硝水茶喝起

来特别的香醇，啜上一口，香气四溢，口感极佳。它同普通大茶熬制的清茶水有着天壤之别，而且

它所含的丰富矿物质元素，对人的关节、皮肤有很大的保健作用。喝硝水茶是乡城人最悠闲最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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