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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物传记

一世香根活佛

一世香根昂旺罗绒益西登比吉成，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藏历第十四饶迥之土狗年），生于

乡城火竹正斗普龙村，父名格绒彭措。

昂旺罗绒益西登比吉成在出生后，时逢西藏布达拉宫寻找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被认定为达赖

转世灵童候选人迎至拉萨。因寻找到的达赖转世灵童共有３人，需经“金瓶掣签”作最后决定，结

果昂旺罗绒益西登比吉成落选，被封为香根（达赖师徒之意），送至哲蚌寺学经，在获得格西学位

后，回到理塘长青春科尔寺任第五十一届堪布，后被达赖赐封理塘长青春科尔寺香根活佛，为康南

最高活佛，统管康南各寺教务。

一世香根活佛晚年闭门静坐修行，于1907年，在火竹热达寺（现热打乡曲批寺）圆寂，终年69

岁。

二世香根活佛

二世香根活佛昂旺罗绒登增次来嘉措，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藏历第十五饶迥之土猴

年），出生于乡城火竹正斗普龙村，父名罗绒彭措，母名格桑拉姆。 

昂旺罗绒登增次来嘉措被理塘长青春科尔寺确定为香根转世灵童，于1918年，举行了坐床典礼。

1921年（民国十年，藏历第十五饶迥之铁鸡年），昂旺罗绒登增次来嘉措前往西藏哲蚌寺学

经。在西藏期间，学习刻苦，悟性极好，精通经典，才华出众。1931年，昂旺罗绒登增次来嘉措

从西藏学成回到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同年9月，回乡城火竹热达寺（现热打乡曲批寺）讲经传法。

1934年1月，从火竹回到理塘长青春科尔寺，4月13日，任副堪布。

1936年4月13日，任长青春科尔寺第七十三届堪布。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藏历第十六饶迥之土虎年），二世香根活佛到康定，在汉藏上层人

士50余名、活佛喇嘛3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表了有关政教两方面和佛教事业方面的教观演讲，

受到听众欢迎，并被授予乡城、雅江、理塘、稻城4县的政教主印章。1939年，再次到康定讲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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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又被授予得荣、巴塘、白玉、康定、义敦等共9县的政教主位。

1940年，国民党西康省政府委任二世香根活佛为西康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同年，在理塘寺动

工修筑护寺围墙，维修大殿和中、小经堂。

1942年，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任命二世香根活佛为佛教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县佛教宣化师。

1943年6月，二世香根活佛再次赴拉萨，在拉萨三大寺和上下密院及各康村、牟村发放了大量

的布施，然后去尼泊尔、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回来时，从印度购回两口大铜锅和大殿铺设的长

条藏垫给长青春科尔寺。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藏历第十六饶迥之火猪年）5月30日，二世香根活佛昂旺罗绒登增次

来嘉措在理塘长青春科尔寺逝世，时年40岁。

二世香根活佛在1931年从西藏回到理塘后的任职期间，大兴土木，扩建长青春科尔寺。他一方

面请求西藏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获银500秤（每秤折合人民币20元），另一方面则到处讲

经募化，集资扩建了顶上大殿，配修了吴王殿及除大昭殿外的公房，新筑了围墙。在经济上，成立

了榨子、血给马、西所、相子等经济机构；在政治上，主张对内“和睦友邻”，要求理塘、巴塘、

中甸（今属云南省）三县紧密团结，作为团结各县的核心；在对外方面，采取“亲汉近藏”政策。

在寺内成立调解委员会，获得政府庇护下的合法司法权，管理民间一切诉讼纠纷。统管寺内政治、

经济、军事、司法、教务等大权，对长青春科尔寺的迅速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

任志高

任志高，男，汉族，山西省夏县人。1922年出身于农民家庭。1945年，在家乡参加革命工作，

主要任务是发动和带领当地群众积极抗战。

1949年，随十八兵团（贺龙部队）南下。1950年3月，随部队到达甘孜州泸定县，组织工作

组，平定岚安叛乱等。同年7月，随康南三县军事代表罗铭到达理塘，由于康定解放后，康南三县

与康定地委没有联系，于是通过乡城孔村了解乡城情况，又通知纳瓜、冷龙达洼等宗教上层和头人

到理塘，召开了康南三县协商会议，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民族宗教上层。

1950年，乡城解放。1951年3月，任志高以军事联络员、龚君炳以工作员的身份到达定乡（今

乡城）县，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贯彻“慎重稳进”和“团结治安生产”的方针，进

行了接管旧政权、筹建新政权等工作。

1951年4月，根据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指示，任志高与民族宗教上层纳瓜、冷龙达洼

等人协商，组织召开了定乡县各界人民协商会议，建立了定乡县生产治安委员会，以生产治安委员

会的名义开展全县的各项工作。召集全县大小头人开会，调解纠纷，组织群众发放救济、开荒生产

等。这对稳定全县局势，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1年7月1日，经政务院批准，定乡县恢复原名为乡城县，成立了乡城县人民政府，任志高被

协商选举为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52年7月，成立乡城县公安局，任志高任局长。

1954年10月至1959年12月，任志高任中共乡城县工委书记。

1956年3月20日，在反革命分子的策动下，一小撮不法分子打着宗教与民族的旗号，纠集约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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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围攻乡城县人民政府，反对民主改革，公开武装叛乱。被围困在政府藏式楼内的有100多名藏、汉

族干部群众，其中有40名是跑进去避难的藏族群众，能战斗的只有40人左右，武器更少，一支枪只配80

发子弹。当时，任志高以县工委书记身份，领导和团结他们积极储备水、修战壕、筑工事，昼夜与叛

匪较量，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激烈。坚持战斗10余天后，严重缺水，弹药消耗大，情况非常危急，于是

发电报请中央支援。不久，收到周恩来总理的回电指示：“命令云南某部4天内赶到乡城，要是没有把

乡城干部接出来，云南军区负责”，“彭德怀同志安排飞机炸掉作为敌指挥部的喇嘛寺”。 4月2日，

空军派来四架飞机炸掉叛匪指挥部。4月3日，云南部队126团先遣营赶到县城，被围困在县政府楼内达

15天的藏、汉干部群众得以解救。

1959年，任志高离开乡城去重庆学习。同年12月，任志高被任命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1961年，任志高参加州委工作组，被派到邓柯县开展整风整社运动。1962年底，调州财贸系统

工作组当组长。1974年，调州水电局任副局长。1981年，调州农业局任局长。

1983年离休，住甘孜州泸定干休所。

2004年10月，任志高同志逝世，享年82岁。

呷玛能珠

呷玛能珠，男，藏族，四川省乡城县人，1935年7月出生，乡城县正斗寺活佛，县佛协会副会长，

甘孜州五届、六届人大代表，1983年2月至1984年11月，任政协乡城县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11月至

2002年5月，任乡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5年5月9日，因病医治无效圆寂，享年69岁。

呷玛能珠活佛修行高深，精通藏医，他爱党爱国爱民爱教，是群众敬重的好活佛。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呷玛能珠活佛积极拥护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党办事。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左”

的错误思想影响，党的宗教政策受到摧残，藏区不少寺庙遭到破坏，呷玛能珠活佛也曾被“戴帽

子”、关监狱，吃了不少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呷玛能

珠活佛爱党爱国爱民爱教的思想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外反华势力抬头，达赖集团阴谋煽动

“藏独”，某些地方复旧倒退思想滋生的状况下，呷玛能珠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

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经常给广大农牧民群众和周围同志讲：“历史是一面镜子，不知道过去，就

不会珍惜现在，更不会展望未来。回顾一下民改前后的历史，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是共

产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了剥削和贫穷，让人民当家做主，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仅从乡城城乡变化看，几十年的变化超过了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一

切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呷玛能珠活佛多次协助县、乡、村调解了草场纠纷，制止了多起乱砍滥伐林木和捕杀野生动物

事件，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呷玛能珠活佛藏医诊疗技术精湛、医德高尚，年均上门求医者约6.6万人次，对经济拮据的求

医者，他分文不收，还送医送食。仅1989年，他一次就为买藏药花销6 000多元，而收回的药费不

过千元。他说：“我行医，主要是为群众提供更多方便。”一次，一位巴塘县来的病人求活佛看

病，看完后，因拿不出钱，便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拿出十几个鸡蛋，说是作为治疗费。呷玛能珠非但

没有收下鸡蛋，还拿出自家的钱粮送给病人。这位病人感激地对呷玛能珠活佛说：“我们非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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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你待我这么好，我的病在活佛的保佑下一定会好得更快。”并连连道谢。呷玛能珠却坦然地

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呷玛能珠活佛自己省吃俭用，拿出1 000元钱为正斗村修起了通往外界的10千米简易公路，拿

出1 000元用于正斗村人畜引水工程建设，拿出几百元为乡医疗站购置药品器械，他还常常拿出自

己的工资，给正斗小学师生买酥油、蔬菜，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

呷玛能珠为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社会繁荣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多次被州、县评为先进个人，

1990年，被评为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二　人物传略

翁再·格绒占争

翁再·格绒占争，男，乡城县然乌乡东尔村人，1968年5月出生，在然乌乡上过3年小学。

翁再·格绒占争13岁时，随父亲到云南省中甸县格咱乡学习木工，后又到云南省中甸县克龙喇

嘛寺从事经堂、壁柜、碗柜等民间建筑的设计雕刻工作。21岁时，接受邀请，翁再·格绒占争回到

乡城县青麦乡巴吾村从事民间藏式建筑中经堂的设计雕刻工作。

1994年，翁再·格绒占争负责设计和修建了然乌乡东尔村历史上第一座混凝土结构的跨河拱

桥，桥长约9米，宽3米。

1995年，翁再·格绒占争到桑披岭寺参与寺庙木工部分的设计和雕刻工作。桑披岭寺最具代表

的坐床、大经殿龙柱、狮子雕刻和入寺大门等均由翁再·格绒占争亲自设计、雕塑，堪称桑披岭寺

点睛之作。  

2003年6月，桑披岭寺主要负责人商量，决定将宗喀巴大殿的木工设计任务交与翁再·格绒占

争负责完成。2004年1月6日，翁再·格绒占争随同县政协副主席亚佐阿着活佛到云南香格里拉松赞

岭寺考察，后返回乡城，1月8日在距县城19千米处的马鞍山发生了交通事故，翁再·格绒占争不幸

去世，时年36岁。

呷多占争

呷多占争，男，乡城县青麦乡仁堆村人，1975年10月出生。在青麦乡仁堆村小上过3年小学。 

童年的呷多占争酷爱绘画，他16岁时，到然乌乡热麦村甲超家学习经书，利用空闲时间学习绘

画，擅长动物画和人物画。为更好地发挥他的绘画特长，他的父母让他放弃了对经书的学习，并将他

送往青德乡热宫村阿敖家学习唐卡、人物画、神像画等。两年后，呷多占争开始到民间从事经堂、壁

柜、碗柜、房梁的绘画。在实践中，呷多占争很快掌握了藏式建筑工艺绘画技巧。

1998年4月，呷多占争到桑披岭寺负责寺庙部分壁画设计描绘工作。由于他的绘画技艺精湛，

在众多画师中脱颖而出，桑披岭寺将难度最大的赤江活佛壁画交给他负责完成。呷多占争画的赤江

活佛壁画细致入微、线条流畅、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赤江活佛神像活灵活现、炯炯有神，为桑披

岭寺壁画的代表之作。

2001年10月，呷多占争因病去世，时年2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