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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安多藏族地区通常指包括甘肃藏区、青海藏区以及川西北藏区在内的区域。这里散布着大量以藏

文、蒙文、汉文等文字书写镌刻的摩崖碑刻，它们涉及到了本地区历史上有关藏族的政治经济、典章制

度、文化生活、民族融合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然而，由于这些摩崖碑刻都散布于山村野地、崇山峻岭之

间，其中 还有大部分未被人们知悉发现，因此也就更谈不上系统正式地发表而为学术界所研究利用。

尽管其中有个别碑刻已在《陇右金石录》等著作上作过介绍，但是限于种种客观原因，所录文字注释却

错误颇多。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本文作者对散布在安多藏区的摩崖碑铭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及收集工

作。  

    本文所介绍的碑铭石刻对于丰富完善藏族的历史资料，以及研究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

化以及民族交往等问题，都有很大的帮助。例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境内的《李将军碑》，为论

证此地在唐代开元年间的设制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证明；位于舟曲县境内的《丈地均粮碑》，则为研

究明代洪武年间中央政府在这里系统地实施各项经济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史料依据。其它像《合作岗岔明

代洪武题壁》、《碌曲额尔琼藏文碑》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临潭刘旗康熙三十六年划定

草山界碑》、《洮郡城乡七会众姓草山碑记》、《青海塔尔寺“严禁开垦以蓄水源”碑》对于少数民族

地区生态经济的研究；《公议护林以桥梁是为序碑》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研

究；《卓尼石门寺碑》、《土门关河心刻石》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现象的研究；《舟

曲拱坝永垂不朽碑》、《舟曲武坪恩垂万世碑》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土司的传袭沿革及改土归流的

研究等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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