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  例 

一、本书摘选、编辑范围 

（1）图书、论文及其他文章均选编于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公开出版物。 

（2）电子文献因来源与作者较混乱，故只选编于国内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资质的政府相

关部门官方网站及专业学术网站。 

（3）《上编》以打箭炉（康定）为中心，侧重收录与之相关内容；《下编》论文关键词以

“锅庄”（锅庄文化）、“茶马古道”（茶马互市）、“康定”（打箭炉）、“边茶”（南路边茶）等为

中心，但只收录与“锅庄文化”相关论文，时间从 1949 年至 2017 年 12 月。 

（4）文献作者、版本等简介，只在首条著录时出现，以后省略。 

二、分类标准及次序 

因文献年代及体例不同，本书分类各有侧重，不求一统。 

（1）“上编”中“第一章 清季茶马古道‘锅庄文化’相关文史资料选辑”，以辑为编，依

书名（文献资料）为题，主要依刊刻（出版）年代排序，《清史稿》与《清稗类钞》因专述清

事，也一并列入；少量西方著作，虽译作在今，但作者考察年代与所述之事在清季，故也并

入此章。同一文献（卷、册）如有多处摘录，以“则”入列。 

（2）“上编”中“第二章 民国时期茶马古道‘锅庄文化’文史资料类编”，以类而编，依

事为目，分甲 历史概要；乙 财政税课；丙 商业贸易；丁 交通运输；戊 民俗文化；己 专

论调查六节，文献内容分节入列，各篇题目均自编，书名附后。本章主要依图书（刊物）出

版年代排序；少量现今出版物（译作），因作者考察、调查年代及所述之事在民国时期，故也

列入此章，以其考察、调查时间作为排序依据。 

（3）少量图书出版具体年份不详，一般放入年代末尾。 

（4）“第二章 民国时期茶马古道‘锅庄文化’文史资料类编”中作为补充，收录了部分

现今文史材料，以利参对，也均依类入节，题目自编，书名附后，作之附录。 

三、因选编性质不同，《下编》入选文献著录规则参考《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国标

编号 GB/T 7714—2005）  

（1）图书：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 

（2）连续出版物：题名；作者；来源［刊名，出版年份及卷（期号）］；摘要；关键词。 

（3）会议论文：题名；作者；来源（论文集名，出版年份）；会议名称（主办方，会议名

称）；会议时间；会议地点。 

（4）学位论文：题名；作者；来源（保存地和保存单位，年份）；摘要；关键词。 



 

（5）其他文章（游记及社科普及文章等）：题名；作者；来源[刊名，出版年份及卷（期

号）]；简介。 

四、入选文献作者超过三人时，只著录前三位并加“等”；部分文章和电子文献原未标注

作者，一律以“佚名”通称 

五、本书学科分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国标 GB/T 13745—2009）

执行。研究文献排列顺序如下：民族学与文化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各类均依刊发时间排

次，学位论文统一排在该年末尾 

六、本书 1949 年前文献国内编年使用民国纪年法，均编为简体，异体字均以今常用字替

代。部分清季、民国文献，因毁坏或污渍等原因，原文难辨，统一以“□”表示；河流山川、

府县村名，原文称谓不一，正文依旧，编处加以统一。文献中极少量涉及政治认知不良之词

语，因原文献字中已有用“×”代字之处，故改用“≠”替代 

七、脚注中除标明为“原书（文）注”外，均为编者注 

八、民国时期文献，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对少数民族有所偏见，言词颇有不妥，标点、

用词乃至格式也互不统一，与今略有差异。为保证资料的完整与真实，达到“存史”之目的，

我们均照实而录；1949 年以后研究文献本应“百花齐放”，各种学术见解，我们也如实而辑。

论文因涉诸多学者，行文各异，有些称谓、数字不尽统一（如“十三锅庄”与“13 锅庄”之

类），为尊重原则，除明显错漏之外，我们也不加修改。因体例差异，这部分论文中的原有注

释与参考文献等，因体例原因，无法录注，殊为遗憾也特此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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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通志》 皇朝通志卷九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藏纪游》（贰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百一山房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卫藏图识》（贰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卫藏识略》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入藏程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卷之二百四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卷之六百三十四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卷之六百五十七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卷之一千十四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卷之一千四百十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卷之一千四百七十五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卷之一千六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卫藏通志》 卷四（贰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藏赋》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藏地理考》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嘉庆《理塘志略》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嘉庆《四川通志》 食货志八 茶法（肆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嘉庆《四川通志》 武备志 土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嘉庆《四川通志》 卷六十一 风俗一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征日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熙朝新语》 卷二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熙朝新语》 卷十三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大清一统志》 卷三百六 雅州府（叁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藏后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輶纪行》（柒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咸丰《天全州志》 卷二（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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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天全州志》 卷五（两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蕉轩续录》 卷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道咸宦海见闻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过相岭见负茶包有感》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明通鉴》 卷十五 纪十五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同治《章谷屯志略》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輶日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藏图考》 卷之六·藏事续考 人事类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明会要》 卷七十八 外番二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光绪《雅州府志》 卷十一 筹边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朝柔远记》 卷三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国朝耆献类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碑传集》 卷十九 康熙朝部院大臣下之上 席尔达传 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光绪《打箭厅志》（贰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川藏哲印水陆记异》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炉霍屯志略》 饮食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藏小识》 卷四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炉藏道里 新图考》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雅安县乡土志》 商务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祁寯藻集》 题本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金川琐记》 卷三 租妇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大清宣统政纪》 卷之四十二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史稿》 卷十二 列传四十四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史稿》 卷一百四 志七十九 舆服三 文武官印信关防条记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史稿》 卷一百三十四 志一百九 兵五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史稿》 卷一百三十七 志一百十二 兵八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史稿》 卷二百七十六 列传六十三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史稿》 卷二百九十二 列传七十九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史稿》 卷一百二十四 志九十九 食货五（贰则） 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史稿》 卷五百十三  列传三百 土司二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史稿》 卷五百二十五 列传三百十二 藩部八 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史列传》 卷十三 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十 年羹尧 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稗类钞》（叁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异辞录》 卷四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苌楚斋三笔》 卷五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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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竹枝词六首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清诗纪事》 雍正朝卷 王令宜 《铁索桥》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鞑靼西藏旅行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中华帝国纪行 在大清国 富传奇色彩的历险》 上 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金沙江》（叁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勇闯无人区》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藏通览》（叁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青康藏区的冒险生涯》（伍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彝藏禁区行》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章 民国时期茶马古道“锅庄文化”文史资料类编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甲  历史概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市之要区（《西藏地理讲义》）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打箭炉贸易颇盛（《西藏归程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征南造箭语无稽（《泣血缉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汉藏互联的经商（《藏人言藏》）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0 错误!未定义书签。 

杆茶主销藏区（《中国茶业之研究》）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打箭炉是商业中心（《经深峡幽谷走进康藏》）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第一都打箭炉（《西康图经·境域篇》）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概况（《青海西康两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商业以茶布为大宗（《使藏纪程》）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经济概况（《西康之经济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川康军总部严禁偷运茶种出关（《川边季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雅属茶业衰落（《川边季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川康茶业概况（《中国茶业》）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城为聚货之区（《康定之回顾》）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南路边茶（《我国西南新茶区之开发及其进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茶区（《我国西南新茶区之开发及其进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雅安边茶（《孙明经西康手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川茶之产地（《四川邛名雅荥四县茶业调查报告》） 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川茶之分类（《四川地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茶业概况（《康定概况资料辑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商业概况（《西康综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经济概况（《 近西南经济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茶产地土名与分类（《西康茶业》）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贸易纲要（《西南经济地理纲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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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之都市——康定（《西南经济地理纲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为输入商品之首（《西康通志稿·工商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商情（《西康通志稿·工商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边茶历史悠久（《茶之塞外流传》）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民国以来西南茶引史略（《历代茶叶边易史略》）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商业概观（《西康通志工商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省的茶区（《茶叶产销》）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县商情（《康定县图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附  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近代边茶概况（《西康省藏族自治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解放前康定商业简述（《甘孜州文史资料》第 7 辑） 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是藏汉交易的中心（《西康史拾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商业概况（《民国藏事通鉴》）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边茶简介（《西康边茶简介》）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雅安边茶概况（《雅安边茶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乙  财政税课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11 度支部核定西康岁入预算表（《西康之经济概况》） 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茶厘记（《西康建省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19 年川边茶税（《民国八年度川边国家岁入岁出预算分表》）错误!未定义书签。 

1927、1928 年度岁入分款百分表·茶课（《西康纪要》） 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之关税（《西康之实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0 年输入边茶（《西康经济季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3 年西康年度收入（《西康社会之鸟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3 年西康税收·茶税（《西康纪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0 年至 1933 年度止西康输出入表·茶类（《西康之经济概况》）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茶课（《康藏之茶盐问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之茶税（《西康之茶税》）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当局增加康藏边茶引票（《西康当局增加康藏边茶引票》）错误!未定义书签。 

炉关收入大为减色（《边茶之厄运》）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税低减（《调查西康茶业近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财政以茶税 早（《西康综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减免五属茶课（《西康综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的茶课（《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 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9 年西康各县经济建设现况表 （《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错 误 !未 定 义

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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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新旧茶税（课）对比（《西康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进出口贸易税收沿革（《西康进出口贸易》）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炉关榷税营公署会计科目分类表（《康定概况资料辑要》）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财政沿革（《西康省财政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边关税（《西康省财政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课（《西康省财政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边关税（《西康通志稿·西康财赋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茶课（《西康通志稿·西康财赋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7 年四川各县茶产年产量及总值统计（《四川经济月刊》）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7 年西康省边税局输出输入货物总值分类统计表·茶类  

（《西康省财政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8 西康省边税局输出输入货物总值分类统计表·茶类  

（《西康省财政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省边关税新税则目录·茶类（《西康省财政概况》） 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9 年西康省地方普通岁入总概算书 （《西康省各项统计调查表》）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9 年西康年度财政收支概算表·茶课（《西康综览》） 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货币（《西康纪事诗本事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课无形废除（《建省后之西康财政》）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附  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课为主要收入（《西康省藏族自治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丙  商业贸易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之“充本”（《西康小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之职业（《西康小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之贸易（《西康小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番汉贸易（《羌海杂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之商业（《西康之实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商业性质与行为（《西康问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茶叶年贸易额（《西康问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藏人经营商业（《康藏》）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商业以陕帮为首（《赴康日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茶业调查统计（《西康商业中几项主要商业的调查统计》）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商务情况（《西康纪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茶业帮（《西康纪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夷商帮（《西康纪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实价仅一两（《赴康日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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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之地位（《西康图经·民俗篇》）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操茶业者陕商占半数（《西康之茶业调查》）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之茶与茶帮（《西康商业之现状及其前途》）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5 年 4 月西康城区商业统计（《川边季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川茶的销路（《四川农村经济》）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6 年至 1937 年西康省进口贸易总值分类表 （《西康进出口贸易》）错 误 ! 未 定 义 书

签。 

西康茶叶出口来源及销路（《西康进出口贸易》）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茶叶交易方法（《西康进出口贸易》）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之商业（《西康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7 年西康省输出货物数量及诂本统计表 （《西康进出口贸易》）错 误 !未 定 义 书

签。 

边茶之销售（《四川邛名雅荥四县茶业调查报告》） 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9 年西康出口茶叶之市价（《西康进出口贸易》） 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39 年五属边茶运销表（《雅茶与边政》）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汉藏贸易雅茶为正宗（《雅茶与边政》）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雅安边茶的生产（《雪域求法记》（修订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打箭炉的茶叶交易（《彝人首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41 年 6 月至 1942 年 5 月康定趸售物价表·边茶 （《西康物价》）错 误 ! 未 定 义 书

签。 

1941 年 6 月至 1942 年 5 月康定零售物价表·边茶 （《西康物价》）错 误 ! 未 定 义 书

签。 

康定茶叶销售之阶层（《西康茶业》）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汉商的分类（《西康通志工商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藏商的分类（《西康通志稿·工商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汉藏茶叶交易所为锅庄（《康藏饮茶风尚》）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的商品交易（《西康社会之鸟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为由康输藏大宗（《西藏内情及其对外关系研究报告》）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的商业（《康定琐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的物价（《蓉康旅程》）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锅庄的巨擘（《康定琐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45 年南路边茶产量一览表（《有关经边大计之南路边茶》）错误!未定义书签。 

南路边茶的销售（《有关经边大计之南路边茶》）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为商业中心（《川滇之藏边》）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川边之商业贸易（《川边之打箭炉》）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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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康定物产贸易品类及来源（《西康统计季刊》） 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46 年康定市茶叶贸易概况（《西康统计季刊》）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1946 年康定市商业概况报告表（《西康统计季刊》） 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喇嘛商（《西康诡异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陕商录（《西康诡异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泸定背茶为副业（《泸定县图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附  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路边茶的汉藏贸易（《杂古脑的汉番贸易》）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商业活动与锅庄（《西康省藏族自治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季节性的边茶销售（《西康省藏族自治州》）贰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打箭炉清末民初商品年进口一览表 （《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错误 !未定义书

签。 

边茶的交易（《西康边茶简介》）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边茶的销售（《雅安边茶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雅安边茶的销售（《雅安边茶的经营管理、制造和销售》）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康定的经纪人（《南路边茶的生产和运销》） 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丁  交通运输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雅州府至打箭炉之交通（《西藏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熙以来之川康大道（《川康交通考》）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背茶包的脚夫（《茶包》）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雅州府至打箭炉之交通（《西藏纪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运货全靠背子（《西康行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叶运输方法及运费（《西康进出口贸易》）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悲惨至极的运茶者（《彝人首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运茶的驮脚娃（《西康图经·民俗篇》）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陆路之交通（《西康交通概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边茶之运输（《四川邛名雅荥四县茶业调查报告》） 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叶包（《入康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边茶运输贷款（《西康经济季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之运输（《西康诡异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驮脚娃（《西康诡异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茶业之运输（《西康茶业》）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的商道（《西康通志工商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县之关隘（《西康通志交通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泸定县之关隘（《西康通志交通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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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县之道路（《康定县图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泸定县之道路（《泸定县图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交通记事诗（《西康记事诗本事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两地转运茶包（《芦山县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背茶歌（《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荥经县资料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附  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川康大道为“茶路”（《西康省藏族自治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边茶的运输（《西康省藏族自治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边茶的运输（《西康边茶简介》）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南路边茶的运输（《南路边茶的生产和运销》）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戊  民俗文化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贸易多为妇女之业（《西藏风俗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交易习俗（《西康建省记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小成都”的锅庄（《边藏风土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人饮茶之类别（《西康问题》）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饮料以茶为必需（《西康小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饮茶为康、藏人唯一之嗜好（《康藏轺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见闻录（《康藏轺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人嗜茶如命（《赴康日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见闻（《川边游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女子主事（《川边游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品唯用粗红茶（《川边游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习惯酥油茶（《川边游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酥油茶（《康藏》）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锅庄亲历记（《雪域求法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边茶有微妙之作用（《南路边茶与康藏》）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酥油茶为主要饮料（《康定之轮廓》）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藏嗜茶若命（《艽野尘梦》）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金”“香”贸易出锅庄（《西康行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宿道孚锅庄（《西康行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之边茶（《西康图经·民俗篇》）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搅拌酥油茶特制之器（《西康图经·民俗篇》）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茶之属（《西康综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砖茶（《西康诡异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人饮茶之习（《西康纪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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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砖茶（《边疆问题论文集》）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孙明经锅庄记录（《孙明经西康手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藏茶饮用法（《四川邛名雅荥四县茶业调查报告》） 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为康人大宗食品（《西康社会之鸟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藏人民茶之烹调方法（《康藏饮茶风尚》）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地饮茶风俗（《康人农业家庭组织的研究》）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边茶记事诗（《西康纪事诗本事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记事诗（《西康纪事诗本事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饮料记事诗（《西康纪事诗本事注》）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炉城竹枝词三首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附  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边茶”的广义与狭义（《西康省藏族自治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南路边茶适合边藏人民口味（《南路边茶记实》）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己  专论调查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茶马互市（《康藏史地大纲》）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锅庄现状（《康定锅庄现状》）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锅庄（《西康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人经营锅庄（《西康概况》）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十三锅庄与四十八锅庄（《西康诡异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赴锅庄参观（《西康纪行》）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访问包家锅庄（《西康纪行》）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拜访瓦斯碉（《西南游行杂写》）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边茶之沿革（《四川邛名雅荥四县茶业调查报告》） 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是康定的灵魂（《入康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为特别经济组织（《西康社会之鸟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之锅庄（《西康综览》）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说“锅庄”（《说“锅庄”》）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是康人家庭组织的代表（《康人农业家庭组织的研究》）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释义（《西康经济季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之锅庄（《康定县图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锅庄调查表（《康定锅庄调查》）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市锅庄调查报告（《康市锅庄调查报告书》）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十六家锅庄调查（《西康概况》）（存目）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南路边茶产制数量调查表（《西康经济季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锅庄一览表（《西康进出口贸易》）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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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茶叶商一览表（《西康进出口贸易》）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西康锅庄调查表（《西康统计季刊》）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五属茶商在康所设店号表（《西康纪要》）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孙明经锅庄调查（《孙明经西康手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十七家锅庄主汉藏名名单（《西康记事诗本事注》） 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附  录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西康史拾遗》）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瓦斯碉锅庄口述史（《康定瓦斯碉锅庄的概况》） 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四十七家锅庄一览表（《康定四十八家锅庄》） 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锅庄与民族商业（《甘孜州文史资料》第 7 辑） 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独特的经纪行业：康定庄锅（《恢宏千年茶马古道》） 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测义（《说不完的“佳话” 边茶杂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锅庄传闻录（《甘孜州文史资料集萃》）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康定锅庄简史（《藏茶》）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与“锅庄房”（《藏族传统文化辞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锅庄”与“锅庄房”（《藏族大辞典》）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下  编  1949 年后茶马古道“锅庄文化”研究文献专题辑要 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民族学与文化学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历史学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经济学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附录  本书《上编》所引著作、期刊简介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后  记 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 错误!未定义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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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季茶马古道“锅庄文化”相关文史资料选辑 

《读通鉴论》 卷二十八 五代上 

《读通鉴论》作者王夫之，该书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

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臧否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

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求汉族复兴的大道。全书约 60 万字，分为 50 卷，每卷之中以朝代

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目，共 30 目；目下又分作一个个专题；另在卷末附有叙论四篇。

初稿完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 

王夫之（1619—1692 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

南省衡阳市）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传》《春

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高郁说马殷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于梁，易缯纩战马，而国以富，此后世茶

马之始也。古无茶税，有之自唐德宗始。文宗时，王涯败，矫改其政而罢之。然则茶税非古，

宜罢之乎？非也。古之所无，后不得而增，增则病民者，谓古所可有而不有者也。古不可以

有，而今可有之，则通古人之意而推以立法，奚病哉？ 

茶者，古所无也，无茶而何税也？周礼仅有六饮之制。孟子亦曰“冬则饮汤，夏则饮水”

而已。至汉王褒僮约，始有武都买茶之文，亦仅产于蜀，唯蜀饮之也。六代始行于江南，而

河北犹斥之曰“酪奴”。唐乃徧天下以为济渴之用，而不能随地而有，唯蜀、楚、闽、粤依

山之民，畦种而厚得其利，其利也，有十倍于耕桑之所获者矣。古之取民也，耕者十一，漆

林之税则二十而五，以漆林者，非饥寒待命之需也。均为王民，不耕不桑，而逸获不赀之利，

则天下将舍耕桑而竞于场圃；故厚征之，以抑末务、济国用，而宽吾南亩之氓。则使古而有

茶，其必厚征之以视漆林，明矣。  

府其利于仅有之乡，而天下日辇金钱丝粟以归之不稼不穑之家，其豪者笼山包阜而享封

君之奉。乃天下固无茶，而民无冻馁之伤，非有大利于民，而何恤其病？诚病矣，废茶畦而

不采，弗能税也；虽税之，而种者不休，采者不辍，何病之有哉？即其病也，亦病夫射利之

黠民，而非病吾旦耕夕织、救死不赡之民也。则推漆林之法，重税而以易缯马于不产之乡，

使三代王者生饮茶之世，未有于此而沾沾以市恩也。 

故善法三代者，法所有者，问其所以有，而或可革也；法所无者，问其何以无，而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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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也。跬遵而步效之，黠民乃骄，朴民乃困，治之者适以乱之。宽其所不可宽者，不恤其所

可恤，恶足以与于先王之道乎？ 

《陇蜀余闻》 

《陇蜀余闻》一卷，作于王渔洋第二次入蜀之后，于康熙丙子年，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王渔洋 63 岁时成书，记录其两次出使陇蜀期间的异闻传奇。王渔洋于康熙壬子（康

熙十一年，1672 年）、丙子（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两次入蜀，行程两万余里，诗歌方

面分别有《蜀道集》《雍益集》，入蜀游记有《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与《陇蜀余

闻》。此三本游记，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都有单刻本问世，还收录入《小方壶斋舆地丛抄》

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从书集成新编》《丛书集成初编》等。  

王士祯（1634—1711 年），原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

人”，世称“王渔洋”，谥“文简”，山东新城（今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

清顺治十五年（1658 年）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清初杰

出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诗论创“神韵”说，

于后世影响深远。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转为苍劲。其擅长各体，尤工七绝，好为笔记，

著《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打箭炉，在建昌西南，地与番蛮①喇嘛相接，与雅州、荥经、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

广等茶商，利彝货，多往焉。其俗女子不嫁，辄招中国商人与之通，谓之“打沙鸨”（或“作

卜”）。凡商人与番蛮交易，则此辈主之。商人流宕其地，多不思归，生女更为“沙鸨”。其衣

如舞衣，衣一称有直钱二百万者。康熙丙子春，命郎中金图等勘正地界，至其处。金为予兵

部旧属，云路极险恶，视栈道如康庄矣。 

【注疏】书中所记“康定锅庄”的汉藏交易概况，虽充满误解与歪曲，但所记打箭炉汉藏

茶叶交易中当地以女子主之，却为现今所见关于锅庄主人“阿佳喀巴（阿佳）” 早的记录。 

《居易录》 卷三十四 

《居易录》为清代笔记，王士禛撰。此书是他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官左副都御史以后

至康熙四十年官刑部尚书以前 13 年中所记，共数百条，分为 34 卷。 

 

四川提督总兵官唐希顺疏报恢取打箭炉等事。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官兵分三路

进攻宰牛，一路遣游击张自成等首攻哪叱、顶埧。一路遣中军马尔植等直攻大冈。惟咱威一

 
①“番”“蛮”均为古代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称谓，其中“番”指代外族。为存史实，本书照录，

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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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喋吧昌侧集烈蛮兵五千余人在磨西面，臣亲帅官兵直攻，发新路之兵，先进至滥埧子，

杀蛮兵四百余，至哪叱，杀五百余，共获一千余级。臣驰至咱威，攻二道木冈磨，杀三百余。

至磨西面，密从间道而上，蛮兵溃逃，夺营盘十四座，获千余级。张自成从宰牛埧截杀而来，

又追杀一千五百余级。十二日游击张斌献首级一颗，称系喋吧昌侧集烈，公验是实。又据参

将马尔植攻取大冈，蛮兵凭高据险，官兵奋勇剿杀一千二百余级，龙道被枪打死，呈献首级

云云。又疏报：臣于本年正月十三日抵打箭炉，有各省客民千余及喇嘛、番民等欢呼跪迎，

声闻数里。又有木鸦头人错王端柱、通事托和塔等首先归顺，缴旧敕印。其木鸦①熟库高僧喇

嘛并木鸦洼为日及鲁密日、龙阿打喇吧各处喇嘛、头人投诚络绎不绝。其现来归附者一万二

千余户。皆宣谕皇上德威，给赏银牌、缎疋、鞍马。告示令各安业讫。奉旨下部议叙。 

《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 

《碑记》于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十日，由四川巡抚能泰、提督岳升龙立，碑记修桥的起因、

桥的规模及维修办法等内容。 

 

蜀自成都行七百余里，至建昌道属之化林营。化林所隶：曰沈村、曰烹坝、曰子牛，皆

泸河旧渡口，而入打箭炉所经之道也。考《水经注》，泸水源出曲罗，而未明指何地，按《图

志》，大渡河水即泸水也。大渡河源出吐番，汇番境诸水，至鱼通河而合流入内地，则泸水所

从来远矣。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铸军器于此，故名。元设长河西宣慰等

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焉。自明末，蜀被寇乱，番人窃踞西炉，迄至本朝，

犹阻声教。顷者，黠番肆虐戕害我明正土官，侵逼河东地，罪不容逭。康熙三十九年冬，遣

发师旅，三路徂征。四十年春，师入克之，土壤千里，悉隶版图，锅庄木鸦万二千余户，接

踵归附，而西炉之道遂通。顾入炉必经泸水，而渡泸向无桥梁，巡抚能泰奏言：“泸河三渡口，

高崖夹峙，一水中流，雷犇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渡，险莫甚焉！兹偕提臣岳升龙

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趾坦平，地名安乐，拟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

旅。”朕嘉其意，诏从所请，于是鸠工构造。桥东西长三十一丈一尺，宽九尺，施索九条，索

之长视桥身余八丈而赢，覆版木于上，而又翼以扶栏，镇以梁柱，皆镕铁以庀事。桥成，凡

使命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而不致病于跋涉。绘图来上，

深惬朕怀，爰赐桥名曰“泸定”。在事著劳诸臣，并优诏奖叙，仍申命设兵戍守。夫事无小大，

期于利民，功无难易，贵于经久，然即肇建，兹举俾去危而即安，继自今岁，时缮修，协力

维护，皆官斯土者责也。尚永保勿坏，以为斯民贻无穷之利。是为记。 

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初三日 

【注疏】《碑记》着重记述了平西炉之乱。据《清实录》载：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① 即“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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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 年 1 月 28 日），唐希顺兵分三路，从泸河三渡口渡河攻打箭炉，在泸定磨西，斩营官喋

吧昌侧集烈。四十年正月十三日（1701 年 2 月 20 日），全军抵达打箭炉。四十一年，“打箭炉、

木鸦一带归顺番民一万九千余户”。故《碑记》云：“四十年春，师入克之，土壤千里，悉隶

版图，锅庄木鸦万二千余户，接踵归附。”此处“锅庄、木鸦”为清较早关于“锅庄”的官方

记录，但其时也当指地域，前者指代“打箭炉”，后者即为“木雅”。可见，茶马左道“锅庄”

一词专指之始，便具有复杂性与指涉性，我们今日所理解“锅庄”一词，可能正是这种复杂

性与指涉性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相融而成的产物。 

《康熙起居注》 康熙五十三年 甲午 七月 

《康熙起居注》是一部记录康熙皇帝日常起居言行的档案汇编。起居注册是由起居注官逐

日记录皇帝的各项起居政务活动的一种日记体裁的档册，先载起居，后载谕旨，又次官员题

奏本章，再次引见官员情况顺序，逐月编纂成册。其中既包括了皇帝的日常生活内容，也记

载了政务活动的内容及大臣重要奏章内容，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起居注现存起于康熙七年（1668 年）九月至宣统二年（1910 年）十二月，中间有缺佚，

共计一万二千余册。其中包括满汉两种文本，又有正本与稿本之别。满汉文本内容一致，正

本与稿本内容也基本相同。只是稿本往往注明来源，而正本则无，目前分存于北京和中国台

北二地。现存康熙朝起居注九百八十二册，其中汉文本四百九十三册，满文本四百八十九册，

分存于北京和中国台北。1984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 

 

大学士松柱奏曰：“喇藏题请将打箭炉地方发还伊等之事，现交部内。此系大事，请交

议政大臣议之。”上曰：“何必交议政大臣，着下部议，且此事部议甚易。前此所议之事，亦

载在册籍。至打箭炉原系本朝地方，我朝之人实处其地，于彼大有裨益。我朝之人若行掣回，

则茶市亦停，既无益于伊等，伊等人内必生大乱。倘伊务求此地，着伊亲诣，与我朝诸王、

大臣等会议。如此议行，则伊断不来矣。”松柱奏曰：“如此则喇藏无计可施矣。”  

《藏程纪略》 

焦应旂，清康熙五十年前后泾阳知县。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他奉命从军，为平定

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次西征有四年之久。在此前后，由于叛乱势力受挫，“潜行

狡计，掠及藏地”，旋借达赖喇嘛病故，乘机拥立伪达赖喇嘛，向藏区窜扰。康熙帝特命抚

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统领六师进剿，从西宁木鲁乌苏①。同年又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师入藏，

一方面遏止准噶尔西进之势，另一方面护送达赖喇嘛入藏，以收全胜之功。  

焦应旂“偕同事诸公奉调押运（军需）”，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到康熙六十年五月的整整一

 
① 木鲁乌苏位于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为从西宁入藏要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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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经青藏高原入藏，抵达拉萨，又从康藏高原出藏，由四川返回任所。焦应旃将这段“不

必至而竟至之”的“遐荒绝塞”，“不必见而竟见之”的“荒诞险远”的意外经历记载下来，名

之日《藏程纪略》。纪略以写实见长，文笔生动细腻，引人入胜，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① 

1982 年西藏人民出版社铅印本《西藏志·卫藏通志》《藏程纪略》收录于《西藏志》中。

另，今著名藏学家吴丰培将书辑入《川藏游踪汇编》，1985 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三月初四日，进打箭炉，为蜀西极边，皆番地，乃藏路咽喉，土官明正司统属。其先叛

服不常，康熙三十八年调兵剿平之，宣以恩威，彰以信义，莫不倾心向化，今设兵戍守其地，

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闹市焉，余于此马疲力倦，乃觅夫乘小竹舆，自头道水越冷竹关，

抵泸定桥，桥高十余丈，长数百步，两岸建亭阁，用大铁绳九条，绵亘飞渡，其上覆以木板，

若天堑然，人马须少行，徐徐而过，多即摇动，若遇风，则断不可行矣。继此则化林坪飞越

岭，再进而牛市坡羊圈门，山势陡恶，石路艰难，莫可殚述。过黎雅之墟，历邛筰之境，俗

称武侯擒获，文君当炉，其旧地也。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卷之一百七十六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全书共三百卷，为清代官修史料的汇编，由马齐、朱轼等人编纂，

全面描述自顺治十八年（1661 年）正月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之间的历史。 

 

（癸亥）理藩院议复四川巡抚于养志疏言：“臣遵旨会同乌思藏喇嘛、营官等查勘打箭炉

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内土司所辖之地，宜入版图。但番人籍茶度生，居处年久，且达赖

喇嘛曾经启奏皇恩准行，应仍使贸易。番人之事应行文达赖喇嘛，使晓谕营官遵行管理；关

系土司之事，著土司管理，勿致生事。至打箭炉四交界之地，该抚细查报部，编入《一统志》。”

可也。 

《定藏纪程》 

吴廷伟（1676—？），字端人，扬州高邮（今江苏省高邮市）人。吴陕西同州知州任满时，

正当康熙帝晚年定藏之役发生时，选拔能员随军办事，吴以知府职分随军督粮。其将沿途地

理、风物记略而成《定藏纪程》。 

今吴丰培将书辑入《川藏游踪汇编》，1985 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计九十五里至打箭炉。【由藏至此五千二百七十五里】大村庄与藏内房屋一般，唐古特地

方有税课司，有土司女官，明正司有兵把守，西安府作买卖人在此甚多，有大河，有树，山

 
① 张莉红：《西藏地方文献考略》，载《中华文化论坛》，2005 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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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猴子。妇女典与买卖人，生男归客，生女归妇，买卖人回家，其妇仍归其夫，各领男女

而别，此属四川省，渐近内地。计程四十里至烹坝，计八十里至冷积，过泸定桥，乃康熙四

十四年所造，两岸俱有石亭，四丈多高，亭内有大池，池内横压铁柱十三根，铁索套在铁柱

之上，索上铺木板，长三十一丈，宽九尺，离水面九丈高，起风时抽去板，恐吹损铁住。柱

每根重一千四百斤，索环每个重二斤半，一根索有一千六百余环，额设兵一百名把守。河边

立有御制碑文，孔明渡泸，即此处一也。打箭炉乃孔明打造军器之所。计程七十里至泥头，

过化林坪营飞越岭过岭即天全州所属。有大岭，上下俱有石头路，六十里至羊圈门，过二起

山，离此西南六七里是黎州东门。寺内有花椒树七株，系进上者，一带山上出茶，村多罗罗

种人，七十里至荥经县，过象岭大山，上下砌有石路，县西门内有石碑，上镌诸葛武侯初擒

孟获之处，无城。出一种鱼无鳞，似鲇鱼，有四足，且有声，名“娃娃鱼”。山上产茶，一百

里至雅州，过大河又过山，有金鸡关，产茶。八十里至名山县，过大河，此县西北三十里有

蒙山，五峰 高者为上清峰。顶上一庙，名甘露寺，茶树七株，高尺许，生石上无缝隙是甘

露大师手植。每逢三月，县令亲临采茶，多不过三四两进上，他人不能得尝，环石别有数十

株曰“陪茶”，则供诸司而己，有泉以石覆之甚佳。四十里至邛州，过大河，过双流县，计九

十里至成都府。 

 

【注疏】书中内容虽充满误解与歪曲，但似记录了打箭炉“康定锅庄”汉藏茶叶交易中当

地以女子主之的独特交易习俗。另，关于吴廷伟籍贯与任职，国内刊文多有误。今参王自立

《为官入藏留佳作——清代扬州人吴廷伟与〈定藏纪程〉》一文更正。① 

打箭炉，又称“打折多”，藏语音译，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的所在地康定市。一说康定

城位于折曲、打曲两河相汇之地，故名打折多，是打河和折河汇合处之意。二说相传在三国时

候，诸葛亮为安定后方与阿番头领议和，要求西番退一箭之地，并急令郭达将军将一支特大的

铁箭星夜兼程赶送康定，以后康定便成为蜀汉制造铁箭的基地，其名为“箭头插地”之意。② 

《藏纪概》 

《藏纪概》修江铁船居土纪次，吴陵奎峰山人续辑。铁船居土自述：“铁船本孝廉，效力

行间，进履其池，不但降彝安藏功绩居多，而且留心风土，采访番情，以备一朝之记载，供

详划之考稽。”该书为清代西藏地方志中成书时间 早的一部方志。 

本书的材料主要是康熙末年间事，多与清兵入藏有关，但其志首有唐肇雍正五年所作序，

说明编撰及改辑是在雍正年间完成的，因而应视为是雍正前期出现的西藏方志著作。③卷一录
 

① 赵昌智主编：《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 3 辑，广陵出版社 2009 年。 

② 丹珠昂奔、周润年等主编：《藏族大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0 页。原文为康

定县，2017 年康定县撤县设市，故改之。 

③ 赵心愚：《清代早期西藏方志中的“康”及有关记载特点》，载《藏学学刊》，2015 年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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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抄所载圣祖论地理水源文。行军纪程，记出西宁抵拉萨沿途见闻，凡地名、水名、湖名、

山名及距离等皆有记述，并用汉语释其意。卷二记自四川成都至乌斯藏路程、自云南由剑洲

至乌斯藏路程。沿途所见人家、草场、气候及里数均有记载。卷三含天异、附国、种类、产

作等六目，记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代藏汉关系及动植物等。此志成书较早，居西藏地志

之首。① 

作者李风彩，江西建昌（今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中武举，

也是清军首次进藏的一员，康熙五十八年其随从山东登州总兵李麟护送达赖喇嘛进藏，另撰

有《西藏行军纪略》两卷。②奎峰山人姓氏籍里无考。③ 

 

商亦有本地人，西则大洋各处人；北则缠头鄂罗厄勒、回回各色目人，俱运货辐辏。交

易街中列货为市，女人充牙脍，经纪其间。 

 

【注疏】该文又见于雍正《四川通志卷 二十一·西域》，虽所记为清代拉萨城区贸易情况，

但“女人充牙脍”，也可参对。 

《东华录》 卷之二十五 

《东华录》为编年体清代史料长编。有“蒋录”“王录”两种。乾隆三十年（1765 年），重

开国史馆，蒋良骐任纂修，就《清实录》及其他官书文献摘录清初六朝五帝史料，成书三十

二卷。全书内容按年月日顺序排次，起太祖天命元年（1616 年），至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

年）。以国史馆在东华门内，故题为《东华录》，通称《蒋氏东华录》。《东华录》在嘉庆年间

有多种抄本流传，道光时始有刻本。 

蒋良骐（1723—1790 年）清朝著名史学家，字千之，广西全州人，乾隆辛未进士。 

 

（雍正元年正月）年羹尧言：“打箭炉之外中渡河口，系通西藏要隘，请将守备移驻。建

昌所属越隽卫地方寥阔，请改设游击弹压。”从之。 

《永宪录》 卷二 下（贰则） 

《永宪录》，萧奭著、朱南铣点校，为“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一，系记录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到雍正六年（1728 年）七年间发生的几桩重大历史事件，体裁虽是编年，性质等于杂史。 

 

 
① 关枫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 地理卷》，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9 页。 

② 胡江花：《清代方志〈藏纪概〉的整理和研究》，载《魅力中国》，2016 年 38 期。 

③ 赵心愚：《〈中间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社科版），2013 年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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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天全六番招讨司后改为州，州牧所驻亦在碉门。按乌思藏王居人挤座，纍石巢居，

高十余丈，亦曰“碉房”也。 

（贰）打箭炉，川之口，在雅州荥经治内，近小金川。前为番蛮所踞，攻复之。未详其时事。 

《进藏纪程》 

《进藏纪程》为清王世睿撰。雍正十年（1732 年），其擢泸州知州，即将赴任，奉旨进藏，

向藏王颇罗鼐转交朝廷赏赐的封印、金币。是年九月其从成都出发，经打箭炉、里塘、巴塘、

江卡、乍丫（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察雅县）、昌都、拉里（今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嘉黎）、江达

（今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工布江达）、墨竹工卡等 14 个小番邦，备尝艰辛，历时四个多月到达拉

萨，受到藏王和达赖喇嘛隆重接待，为密切清廷与西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西藏

归来后，王世睿在泸州任知州两年，兴利除弊，颇有政声，后遭人诬陷，回归故里，在家乡

设立乐育书院，教书育人，并将进藏所历所闻，写成《进藏纪程》一书。吴丰培在该书跋中

云：“首记自四川打箭炉起程，经里塘、巴塘、江卡、乍丫、洛龙宗、硕般多、边坝、拉里、

江达、墨竹工卡、得庆等处而达西藏。凡山川之形势，路途之崎岖，程站之距离，天时之寒

暖，均有述及，次载风土、民俗、物产、寺庙，词简事赅，文笔瑰丽，故杨复吉称堪与《徐

霞客游记》相媲，固非过誉。”该书原载《昭代丛书》中，复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著录。 

王世睿（1674—1745 年）字道存，号“龙溪”，清代济南章丘县（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

区）相公庄人。其高祖王极，其妻刘氏，有三子。王世睿担任过翰林院教习、天全宣慰司使、

泸州知州等官职，尚有《龙溪草堂集》十卷和《纪遇诗》《捕蝗纪事》若干卷。 

今吴丰培将书辑入《川藏游踪汇编》，1985 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自成都逸逞西南行，历双流、新津、邛州、名山、雅安、清溪等州县，化林协、泸定桥、

冷碛、烹坝、冷边、三长官土司，计程十六站，山有百站。孟山、大相岭、飞越岭、草坪之

险峻，水有新津、平羌、泸水之湍流。直抵西炉，中敞一涧，广阔如平地。番蛮聚族而居，

其石垒而层高者为碉楼，土砌而脊平者为碉房，人居其上，牛豕在其下。 

地不产五谷，惟青稞与牛羊而已。昔诸葛武侯征蛮，曾于此地造箭，遣一军人监之，厥后

成神，立庙享祀，此打箭炉之所由名也。四方商贾辐辏，为川茶夷货交易之所，设有钦差监督

税务，而明正宣慰司实世守兹士焉。 

《藏炉总记》 

《藏炉总记》由雍正时期王我师所著，共一卷，分别叙述了从四川、青海、云南入藏的交通

路线，奠定了全面记载进藏道路的文献基础。后来的进藏者如王世睿、松筠、林俊、徐瀛、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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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的著作中，同类的内容只是局部更加详细些。①后全文收录于喜庆道光六年（1826 年贺长龄

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一《兵政十二 塞防下》，得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著录。 

王我师，生卒年不详，字文若，原四川铜梁（今重庆市铜梁区）人，清代贡生，著名诗

人。乾隆初，王从岳威信公西征。 

 

按西藏天文星之次井鬼之分野，古号“乌斯藏”。唐之土著地，其纵横连属者，南界云

南怒江，北界西宁河源，西极后藏业尔钦之沙漠，东直达于打箭炉。以近界而论，东止于宁

静山界碑，朗着特收其租赋，各有喇嘛专管，实断自洛隆宗为分限也。观夫边域之风土，天

气凝寒，地气瘠薄，千山雪压，六月霜飞，石多田少，五谷难成，闲有粟黍豆荍之产者，仅

藏地巴塘弹丸区耳，至如数万里之部落，与刍牧毳幕各种类，惟藉青稞一物，面名“糌粑”，

并羊牛酥酪，以供朝夕，第糌粑性热，酥酪滑腻，苟非苦茗名芽，几无以生躯命。惟茶商聚

于西炉，番众往来交易，以是成为通衢也。  

 
① 孙冬虎：《清代国人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载《测绘科学》，2004 年 s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