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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全、芦山、宝兴三县历史上一直是汉藏民族交接之地，也是输藏边茶的主产地和汉藏贸易的主
要市场，但因地处偏远，记载阙如。
作者1942年实地考察时作此笔记，备极详尽，多为首次披露之材料，尤其对著名的樊敏碑的实地考察
，对穆坪（宝兴）土司及天全高、杨二土司世系的梳理等札记，堪补史志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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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乃强（1894-1989），字筱庄，四川南充县人。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藏学家，我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开拓者。
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和中国民族
研究学会理事等。
曾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

　　任乃强先生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农业学堂本科（今北京农业大学），1920年毕业后返川，协助张
澜先生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型学校——南充中学。
1928年出版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四川史地》。
1929年应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之邀赴西康考察，以一年时间遍历康定、丹巴等九县。
风餐露宿，步行千里，“周历城乡，穷其究竟。
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至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西康图经
·自记》），成《西康视察报告》等文。
自1932年起撰成《西康图经》之《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卷，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
动了全国的藏学研究，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1940年起，广泛采集康藏民族资料，撰有《康藏史地大纲》《西康通志纲要》等著作，发表《吐
蕃丛考》等数十篇论文，撰成《泸定考察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及《樊敏碑考》《芦山汉石图考》
等专论。
此期间并潜心致力于康藏地图的测绘研究，每至一地必亲身踏勘，绘制地图。
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任乃强先生亦是我国“格萨尔学”研究的先驱者，于上世纪40年代在国内首次全面地对史诗《格萨尔
王传》的性质、卷帙、版本、内容和特色进行了研究，他的观点在国际格萨尔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1年，积其40年研究之心得撰成150万字的鸿篇巨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
术界高度评价，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任乃强先生年至耄耋，仍笔耕不辍，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等
七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年逾九十，仍亲为研究生授课，令人钦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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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二十五、小路茶二十六、牛膝与陈筱然二十七、同光前之天全人物二十八、杨兰皋先生二十九、
高仁宣三十、高仁宣诙谐文三十一、王氏适陶园题咏集三十二、通元帝君高惟嵩三十三、周郁堂针术
三十四、刘仁斋轶事三十五、天全寿人三十六、天全匪风三十七、始阳速写三十八、大悲寺辟尘殿三
十九、摇亭碑动四十、不通文选四十一、《咏天全六番招讨使司》诗四十二、天全八景四十三、老君
台八景四十四、《天全县志》四十五、多功名义辨四十六、鸦片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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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芦山石材与川康公路自飞仙关离马路，折北赴芦山，30里，一体石板大路。
路线沿芦山河右岸之断丘敷设。
罗城山脉之水，每每横出小溪，与路正交而过。
各溪皆架有桥梁，日老君桥（铁索）、堰沟桥、光裕桥、铁索桥（铁索）、万庆桥、朱氏桥、张家桥
⋯⋯等大小共十余座。
桥头多有石碑丛立。
查其桥碑，大都乾隆时某人建，后因山洪冲坏，嘉庆时某人复修，咸丰时某人重修，光绪某年再修。
修桥者，或由某人独立为之，子若孙继之，或某人倡议集资为之，罕有募及官府与道路之人者。
其桥工率多艰巨。
老君、铁索两桥为铁链桥外，其余为石桥。
或砌为虹拱，或以二三丈长石条横架。
因此带森林缺乏，山洪不时，岸基又乏硬岩，多属浮土，故桥之寿命30年至60年不等，罕有逾百年者
。
此带山溪短促，不逾十里，坏桥之力尚若是大。
因念川康公路所架桥梁，虽力求一劳永逸，于势恐难能也。
又于此诸桥碑，可见此带人民，富厚康乐，喜谋公益。
而所谓公益者，尤注意于道路交通。
艰巨桥工，能以独力完成，且复修、再修，子孙犹能继美。
此非地方富乐，人民慕善，安可能耶？
此带地层，尽属砂岩。
岩层层层叠合，整齐不乱。
唯皆一侧昂起，一侧下陷，构成龟壳斜仰式之山岳，与雅安同。
盛产佳良石材，质硬而纤理绵结，易析成薄板，又易截为长柱。
其取用之廉便甚于木材，而坚贞则万倍之。
此带石路之修整，桥梁之繁密，碑碣之多，并皆得力于此砂岩地层。
他日芦山森林罄尽时，必有以石材为梁柱及楼板建屋栖住者。
使建筑马路而以此项石材铺面，其费不至大过碎石，而养路之费，则可减至最小限度（或至于百年，
始翻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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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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