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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改变命运的爱情故事　　我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有两位女土司，她们的人生经历，都极
富传奇色彩。
　　一位是德格土司降央伯姆。
　　德格土司的领地，在原西康省境内。
1935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来到雪山草地，来到两位土司的故乡。
德格土司泽旺顿登为支援红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朱德总司令亲自指导下，1936年5月在甘孜成立苏维埃博巴政府时，德格土司泽旺顿登当选为苏维埃
博巴政府主席。
德格土司泽旺顿登逝世后，其妻降央伯姆继任土司职位。
　　西康解放后，降央伯姆坚决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进
军西藏、解放西藏。
1950年11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时，她当选为政府委员，后增选为副主席。
1955年，根据新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规定，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改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降央伯姆当选为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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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后一个女土司》的作者降边嘉措和川藏地区的土司家族有着颇深的渊源，而且是国内研究土
司制度硕果仅存的几位耆老之一。
《最后一个女土司》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孕育传奇和英雄的土地——康巴地区，主人公德钦旺姆亦是一
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康巴地区甘孜县孔萨家族最后一个女土司。
而她活动的主要时段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民国时期，是时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
外，日本帝国主义在蓄谋已久之后，终于将铁蹄踏上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国难当头，内外交困。
德钦旺姆的人生传奇即在此时拉开帷幕，她深深爱上了九世班禅的卫队长——年轻、英俊而又有正义
感和爱国热忱的孔萨益多。
从此，两个人的命运便紧紧绑在一起，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历经无数艰辛，终于盼来了新中国的诞
生。
然而，就在两人准备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时，德钦旺姆一病不起，终而去世。
嗣后，孔萨益多再未婚配。
他把对德钦的爱深埋在心底，忘我地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直至年逾八旬的今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后一个女土司>>

作者简介

　　降边嘉措，男，藏族，1938年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
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西藏军区文工团文艺战士，西南民族学院教师，民族出版社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
担任《格萨尔》研究的学科牵头人和项目负责人。
著有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传记文学《班禅大师》《雪山名将谭冠三》《李
觉传》等；专著《（格萨尔）初探》《（格萨尔）论》《（格萨尔）与藏族文化》《（格萨尔）的历
史命运》；译著（含合译）主要有《毛主席诗词》《周恩来诗选》《五彩路》（汉文原著胡奇）和长
诗《大雪纷飞》（汉文原著高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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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举世瞩目的大事在甘孜发生　　世间最为神奇神秘的雪域高原上，青稞酒与酥油茶在歌舞
中飘香，经幡与玛尼堆连接天地，那里天宽地阔，神山圣湖，苍鹰高飞。
神猴与妖女的后人，怀着对佛祖的虔敬之情和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世代传唱着动人的神话传说和高原
之歌，也演绎出一幕幕感人的事迹，历久弥坚。
　　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山川间，在白雪皑皑的康区，在川、康、青、藏四省区交界处，有一个地方名
叫甘孜。
“甘孜”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洁白美丽”。
甘孜乃康北重镇，居民以藏族为主，使用藏语文，大多数藏族同胞信奉佛教。
甘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既是茶马古道的枢纽、汉藏商贾往来的必经之路，又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
　　也许是佛祖法力无量，也许是格萨尔王的战士神勇所致：也许是慈悲的度母再现光环，这片土地
在经历干百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在最近一百年间始放异彩，弹奏了一曲悲凉、苍远而又充满英雄主义
和浪漫主义的高原之歌。
这首动人的歌曲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和西藏和平解放期间，在历史转折关头，两次发出令世人震
动的高音，响彻整个高原，也响彻整个国家，这座美丽的城市就像她的名字，成为镶嵌在雪域高原之
中的一颗明珠。
　　1936年，藏历铁鼠年。
这一年初春，积雪未消，春寒料峭。
一支衣着单薄、给养匮乏的汉人军队进入甘孜。
原来，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人
率领的红军来到康北重镇古城甘孜。
　　甘孜县城一下子沸腾了。
甘孜虽然地处偏僻，但不乏饱学之士和有识之人，他们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说：远古时代传说中的
藏族英雄格萨尔大王率领英勇善战的将士，征战四方，降妖伏魔，惩恶扬善，造福百姓。
甘孜、德格、邓柯、色达等地，都是英雄格萨尔征战过的古战场，战马嘶鸣，金戈铁马，刀光剑影，
留下多少震天撼地、惊心动魄的故事。
但是，那是传说故事，无法证实，也无需证实。
神话传说毕竟是神话传说，历史事实就不是这样。
老人们有根有据，言之凿凿地说：打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汉文典籍二十四史，还是被称
作“伏藏”类经典的藏文最古老的文献，甘孜地区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的军队，从来没有这么多杰出
的将领，自从神猴和罗刹女在雪域之邦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到如今，这是头一回。
　　那时，没有人知道这支队伍会不同于以往的汉人队伍烧杀抢掠，也没有人知道这支队伍会在甘孜
驻留并与当地各界人士结下友谊，更没有人知道这支队伍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迸发出影响中国革命和世
界政局的力量。
但是，人们现在知道了，许多在日后彪炳史册的大人物一个个在孔萨官寨进进出出，还有两位卓有远
见、胆识过人的藏人在这段日子像苍鹰一样在高原山褰飞起，他们和他们的跟随者们，克服重重困难
保存并帮助了中华民族希望的火种，十几年中艰难曲折而自始至终勇敢迈向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洪流
。
这两位苍鹰一样的人，一位是白利寺的格达呼图克图——洛桑登增·扎巴塔耶，一位是被誉为“康巴
之花”的年轻美丽的孔萨女土司——德钦旺姆。
　　洛桑登增·扎巴塔耶活佛，是甘孜县白利寺的住持活佛，法名格桑登增·扎巴塔耶，1902年出生
于甘孜县康贡德喜底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那年，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请到寺院，举行坐
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
白利寺是个只有百十来个喇嘛的小寺，在藏传佛教的活佛世系中，格达活佛也算不上大活佛，但由于
他本人对佛法有很深的修养，品德高尚，所以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
自从与朱德、刘伯承、邵式平和王维舟等红军将领深入交往，看到广大红军战士纪律严明，对藏胞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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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格达活佛深受感动和教益。
熟知藏族政教史的格达活佛知道，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从元朝的军队到现在国民党军队，没有一
个军队能为藏族人民谋利益，只有红军真心实意为藏族人民谋利益，为了藏族的复兴和发展，红军明
确提出“灭蒋兴藏”的方针。
因此，格达活佛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红军。
他还与朱德、刘伯承等红军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有很深的感情关系。
红军战士多从江西、湖南和四川来，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
到了康藏高原很多战士都冻病了，并且部队的给养也陷入困难。
朱德、刘伯承等将领真诚地请格达活佛帮助红军购买粮食、布匹和药品。
　　格达活佛决心尽全力帮助红军。
白利寺离甘孜县城比较远，为了更好地完成朱总司令亲自交办的任务，格达活佛住进一座名叫“孔萨
官寨”的山寨。
这座山寨的主人，就是年轻美丽的女土司德钦旺姆。
　　德钦旺姆有位叔叔，是甘孜寺的孔萨香根活佛。
当时，甘孜县总共有30多座佛教寺院，其中规模最大、在信教群众中影响也较大、而且有一定经济实
力的，是甘孜寺和大金寺，甘孜寺是著名的“霍尔十三大寺”之首。
甘孜寺就在甘孜镇，坐北朝南，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红军“灭蒋兴藏”、北上抗日的方针，得到孔萨土司和香根活佛的积极响应。
香根活佛派出代表，与红军友好协商、达成协议，甘孜寺负责说服土司头人和僧俗民众，欢迎红军和
平进驻甘孜，并尽一切可能提供支援；红军保证不进驻喇嘛寺院，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
惯。
　　香根活佛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卑劣行为，素来比较愤怒，他义无反顾地热情支持红军，在他和
格达活佛的积极推动下，红军顺利进驻甘孜。
甘孜寺还派出僧兵配合红军，在绒坝岔一带消灭了与国民党一心的诺那活佛的别动队，肃清了甘孜城
外的国民党军队。
　　这些行为，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当年出版的《康藏前锋》杂志有这样的记载：“3月25日至29
日，朱倭喇嘛寺投匪，夹击秦部（指诺那别动大队队长秦仲文部），甘孜喇嘛寺亦投匪。
”　　原来，那年3月底，红30军在军长李天佑、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从炉霍向甘孜迸发。
这时一些敌视红军的大小团体聚合在一起，由大队长秦仲文（汉族）和甘孜县县长马成龙率领，准备
联合更多地方势力以阻击红军。
但几场战斗打完，秦仲文和马成龙溃不成军，极度恐慌，急忙率队逃向甘孜。
　　随后，红30军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锣锅梁子，顺利向甘孜进发。
诺那活佛所部无力抵抗，仓皇溃逃。
其中秦仲文率别动大队，逃向甘孜绒坝岔。
红军连夜从甘孜出发，在绒坝岔追上秦仲文的别动大队，经过一场激战，秦仲文大部被歼，只带领少
数随从经白玉逃到巴塘。
诺那活佛率宣慰公署人员l00余人，逃向瞻化，准备逃往康南。
　　红军大获全胜，而这一天晚上也发生了一件让人们遗憾而担忧的事情：甘孜县县长马成龙和一部
分驻军，用欺骗手段，劫持了年轻的女土司德钦旺姆，一路跑到青海去了。
　　主人虽被劫持，孔萨官寨仍然是甘孜众目所视之地。
因为，在当时准备成立甘孜苏维埃博巴政府的过程中，筹委会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孔萨官寨。
朱德、刘伯承、邵式平和王维舟等人与格达活佛会面、开展工作，主要就在孔萨官寨；邵式平就住在
孔萨官寨后院，王维舟的红33军军部设在孔萨官寨前院。
　　不断有喇嘛、藏民、红军等各色衣着、语言的人们，在官寨进进出出。
影响中国历史的大小事件，在这一段时间，在孔萨官寨紧锣密鼓地发生着。
这其中，最让世人瞩目的当是“苏维埃博巴政府”的筹备和成立。
　　红军领导人说，要让藏族地区各界僧俗群众的代表选举成立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政府，这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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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叫“苏维埃博巴政府”——自从康藏高原在这个星球上隆起、神猴的后代在雪域之邦繁衍生长
，就没有人民自己选举成立管理自己事务的政府。
因此，各界僧俗群众，以极大的热情，严肃认真地参加这一工作。
　　当时红军的文件中，有“藏人”、“番人”、“博巴”、“波巴”、“卜巴”等不同的称谓和不
同的写法，红军当时提出的一个著名方针，就有“灭蒋兴番”和“灭蒋兴藏”两种不同写法，在这里
，“番”和“藏”，指的是一个意思；“博巴”、“波巴”和“卜巴”，是藏语“博巴”（BuoBa）
的不同音译。
后来在中央文件中，统一称为“藏族”或“博巴”。
　　这年4月下旬的一天，孔萨官寨显得异常热闹，苏维埃博巴政府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大会筹备委
员会正在开会。
会议在官寨大楼二层的会客厅举行。
尽管气氛非常友好而和谐，但在一些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主持会议的是邵式平。
他是江西人，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参加过井冈山斗争，是一位具有丰富革命经历和卓越领导才能的
红军将领：邵式平当时是以中华苏维埃北方政府代表的身份，指导博巴政府的工作。
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还有王维舟，他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名义出席。
　　出席会议的有德格土司的代表大管家夏克刀登、甘孜寺寺主香根活佛、白利寺寺主格达活佛、大
商人邦达多杰，以及甘孜、炉霍、道孚、德格等各县的土司头人、高僧大德和贫苦农牧民的代表。
土司头人、喇嘛活佛和贫苦的农牧民坐在一起开会，共同商讨有关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
甘孜地区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
　　作为会议主持人，邵式平虽然听不懂藏族代表的发言，翻译结结巴巴、断断续续的表达也不甚清
楚，但邵式平很聪明，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悟性，基本能超越语言的障碍，知道今天讨论的是博
巴政府领导人的人选，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即这个官寨的主人、甘孜地区最大的女土司
德钦旺姆。
　　根据红军领导人的建议，大会筹备委员会提议选举德钦旺姆为博巴政府副主席，但遭到一些代表
的反对，个别代表的态度还很激烈。
邵式平也知道这些代表为什么要反对。
　　按照德钦旺姆在甘孜地区的地位和社会影响，按照她的政治态度，她的人品，她本人在群众中的
威望和影响，在通常情况下，选举德钦旺姆为副主席是没有争议的。
问题在于，德钦旺姆身为筹委会委员长现在不但没有出席筹委会会议，甚至也不在甘孜，而是跟着国
民党甘孜县县长马成龙，到青海去了。
反对者的理由好像也非常充分：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几百人，包括各界人士，为什么单单要选一个既不
出席会议，还跟着国民党跑的人？
　　人们争论非常激烈，连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警卫连连长扎喜旺徐都忍不住冲进会场，表示反对。
他激动地用藏语说：过去国民党当政，土司头人当官，现在共产党来了，说要帮助我们穷人翻身解放
，为什么还要他们当主席？
！
难道我们世世代代要受土司头人管？
！
扎喜旺徐举着拳头说：“更不应该选一个跟国民党跑的土司！
”　　扎喜旺徐于1913年藏历6月25日出生在甘孜新龙县一个贫苦牧民的家庭，从7岁开始，给牧主放
羊，当长工。
整整过了14年的娃子生活，后来到甘孜谋生。
1936年的藏历新年之后不久，大队红军来到了甘孜。
他是邵式平到甘孜后见到的第一批藏族青年之一，经邵式平批准，参加了红军。
参加红军后，扎喜旺徐积极性很高，工作很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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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式平很喜欢这个藏族青年，现在扎喜旺徐担任博巴政府骑兵警卫连连长，担负着大会的警卫。
他不是代表，按理说，他没有选举权，连发言权也没有。
　　对于其他代表和与会人员的发言，邵式平耐心地听着，还亲自做笔记，偶尔插几句话，做些解释
或说明，但看到扎喜旺徐这个康巴汉子怒气冲冲地闯进会场，激烈地发表意见，邵式平态度和蔼而语
气严肃地说：“扎喜，你冷静一点，你的意见可以发表，但现在你的任务是做好警卫，保证会议顺利
进行。
”　　王维舟也劝他：“扎喜，照邵式平同志的指示，你先做好会议警卫，你的意见，我们另外找时
间谈，好吗？
”　　本来，扎喜旺徐还有一肚子的话要讲，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警卫连很多战士都有这种想
法，是他们让他进会场讲的。
但现在他不好再说什么，带着不满的情绪，默默地离开了会场。
　　会议继续进行。
扎喜旺徐冲进会场发表一通意见，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又热烈起来，一些代表、主要是农牧民代表发
言，说不应该让跟着国民党跑的德钦旺姆当我们苏维埃博巴政府的副主席。
会场里的意见，几乎出现了一面倒的倾向。
　　这时，香根活佛站起来，环视与会代表，双手轻轻搓动佛珠，语气平静而又庄重地说：“大家谈
了很多意见，我知道，刚才扎喜旺徐连长的讲话，也有很大的代表性。
大家知道，我是德钦旺姆土司的叔叔，她是我的侄女，由于有这层关系，有些话我不便多讲。
选不选孔萨土司做博巴政府的副主席，可以商量，请大家决定。
但是，”香根活佛提高声音，严肃地说，“我要澄清一个事实。
刚才不少代表说，之所以不能选德钦旺姆为副主席，是因为她跟国民党跑了。
这不是事实，不是德钦旺姆跟国民党跑，而是国民党甘孜县县长马成龙和驻军团长，用欺骗的手法，
把我们的女土司劫持走了。
”　　香根活佛是甘孜寺的主持，在信教群众中有很高威望。
同时，香根活佛在促进和推动朱德、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与格达活佛等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交往和团
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的话在众人心中很有分量，此话一出，整个会场顿时变得一片寂静，大家都想了解事情真相。
　　香根活佛把双手抬到胸前，轻轻搓动佛珠，默诵六字真言，好像是在向佛祖表明，他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然后用深沉的语调对大家说：　　“德钦旺姆土司就是在这间房子里被国民党县政府的
人带走的。
”香根活佛用左手习惯性地搓动佛珠，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大厅，接着说，“国民党马县长和团部
的人，得知红军到了炉霍，非常害怕，炉霍县长和当地驻军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就成了红军
的俘虏。
红军到炉霍的第二天晚上，县府的秘书带着一个翻译，到土司家，说马县长受刘军长（即四川大军阀
刘文辉）之托有要事相商，烦请土司今晚务必要去一趟。
德钦旺姆想了想说：‘那好，我准备一下。
’秘书说：‘不用准备，就几句话，说完就可以回来。
’她只带着贴身佣人鲁姆央措走了。
管家说，带两个卫士去，秘书也说‘不用啦’！
平时县府有事找土司，总是骑着马，有好几个人来，一方面显示县府的威风，另一方面也表示对土司
的尊重，那天晚上却只来了两个人，显得很随便，我们也就大意了。
”　　格达活佛说：“那些人太狡猾。
”　　香根活佛说：“我们一直在这里等着，‘不知刘军长有什么重要指示。
可等到半夜，也不见回来。
鲁姆央措是个机灵人，有什么异常情况，会及时来通报。
她也没有来，一定是脱不了身。
大管家普布嘉感到情况不妙，赶紧带人到县府去，县衙门已经空了，团部里也没有人，他们已经劫持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后一个女土司>>

德钦旺姆连夜跑了。
”　　香根活佛接着说：“普布嘉回来说，县衙门和团部的人都已走光了，周围的人也不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
后来他们找到在县府伙房烧开水的一个老人，他说，看来县府的人早已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德钦旺姆
土司一到，几个士兵就把她强行扶上马，土司不愿走，喊叫着，争斗着，他们就硬把她捆在马背上，
还用毛巾捂住她的嘴，把那个女佣人也捆在马上，一起跑了。
我们赶紧派人去追，也没有追上。
”　　大家一听，都对国民党这种卑劣的做法感到愤慨。
　　格达活佛说：“他们知道，丹巴、康定、道孚、炉霍这一线，都被红军占领，他们回不到他们的
刘军长那里去，只好到青海，投靠马步芳。
”　　有人关切地问：“孔萨土司现在有消息吗？
国民党会不会加害于她？
”　　德格土司的大管家夏克刀登说：“我想，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　　香根活佛说：“孔萨土司家和青海囊谦土司家是亲戚，即使有人想加害于她，马步芳也不会答
应。
”　　格达活佛说：“事情很清楚了，德钦旺姆土司绝不是自愿跟国民党走的，而是那些人用卑劣的
手法把她劫持走了。
据我所知，德钦旺姆土司家、尤其是德钦旺姆的奶奶和德钦旺姆本人对国民党、刘文辉没有什么好感
，对他们一直采取疏远的态度，刘文辉要认她作‘义女’，她不答应。
要是换个人，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好巴结刘军长这样的大官呢！
”　　夏克刀登说：“我也相信德钦旺姆土司不会自愿跟国民党走。
去年下半年，红军来到阿坝草原，听说在那里成立了苏维埃‘格勒德沙’政府，还说要到康巴地区来
，我们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格达活佛、香根活佛和德钦旺姆商量，曾派人到嘉绒地区去了解。
”说到这里，夏克刀登问两位活佛：“是不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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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藏族最后一个女土司与九世班禅卫队长的传奇爱情，第一位藏族博士生导师，降边嘉措先生的倾
心力作。
　　本书以极其流畅的文笔记叙了德钦旺姆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其中关于土司制度、藏边习俗和川藏
地区政治状态的描写，为其他著述少见。
以一个女士司的命运作为切入点对川藏地区民国时期乃至以后的历史进行尽可能真实的还原，是作者
的一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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