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如牧场的经营方式

作者：舒介勋 

发布时间：2008-09-26        浏览数：9 打印文章

文字大小 【小】 【中】 【大】

 

    一九九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真如牧场故地位于今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境内，解放前是贵族拉鲁的领地。该牧场的部分土地在八角

塘。传说很早以前，那里荒无人烟。后来一些逃亡农奴在那里支帐篷，牧牛羊，繁衍生息，以躲避属主

的追捕。所以八角塘的牧民被称为裕羌布，意为流浪人。日久天长，这些人被藏政府发现，于是把他们

编入差岗，封给齐玛龙寺。该寺倒坍后，被藏政府收回，十八世纪中叶始封赐于拉鲁。 

    真如牧场，1958年共有36户农奴，150余人。主要放牧牦牛、绵羊和山羊，共约8600个“米巴”(牲

畜折算单位，一只绵羊算一个米巴)。拉鲁对该牧场的经营是这样的：  

    一、设置严密的组织。全草场的总管是“吉米”。由占有牲畜最多的人担任。对上秉承拉鲁大管

家——雅底强佐的旨意办事，对下统理全场事务。可出席宗政府会议，可对牧民处以“扎久”(每户一

人对受刑者责打一棍)等刑。吉米的帮办是“吉哟”。吉哟之下设根保4人，负责清点差畜，经办草费等

事宜。根保任期一年，由16家牲畜大户轮流担任。此外，尚有吉米指定的涅巴3人，负责保管差物，接

待上方来人。以上人员，均可向差民索取不等量的工薪，有一定权利。 

    全牧场被分为6个“打岗”。他们是每三年清点一次牲畜时，按米巴多少依次排列，从多到少，每

六户为一段，然后从每段中提出一户而组成的。每个打岗有五、六户人家，总占畜量基本相等。一个打

岗即形成一个帐篷村落，既是生产群体，又是支差单位。打岗内部，按牲畜多寡，首户称“打本”，专

牧母羊；次户称“打哟”，专牧公羊；第三大户称“细如”，专牧羊羔和种羊。细如以下各户，按牲畜

多少，有比例地参加放牧牛群和各专牧户的劳动。打岗内部，按牲畜多少，多者为先，依次选择住地和

拴牛场所。显示出财产多寡的不同权益，以及领主的以亲信为核心的统治思想。 

    二、实行严格的属主与等级制度，以控制农奴人身与权利。真如居民全是农奴。按照差税负担的不

同，传统的封建意识观念，以及人身依附的不同表现形式，可分为5个等级：  

    差巴。共33户。向领主支差，有权使用草场。凡拉鲁属民都是差巴，因拉鲁属民立户，有畜者必支

差，无畜者，从差巴集体收入中，拨给12.5个米巴的差畜，作为支差起点。以后牲畜发展了，按实数支

差，牲畜没了，也得支不少于12.5个米巴的差额。终生被套上乌拉差役的绳索。 

    堆穷。两户，共3人。都不是拉鲁属民。共有8只羊。除向属主交人役税外，还需交草租，因他们无

权使用草场。生活极度贫困。 

    明玛哟。是大差巴家的无偿劳力。服苦役，无工薪，食劣物，穿破衣，无离开主人家的自由，生活

悲惨。其来源有二：一是本地男农奴与外领主的女农奴的非婚生子；二是通过交换而来。如差巴洛吉康



沙的女儿玉珍，出嫁给迪珠拉让的属民为妻。这样拉鲁就失去了一个农奴，于是向迪珠拉让索要了一个

农奴，以充当洛吉康沙的明玛哟，作为交换条件。 

    如瓦。共1户。非差巴，非堆穷，专为领主放牧。有专用优质草场，以放牧领主和自家的牲畜。有

提前进入公共草场放牧和役使小差巴为之送信、跑腿的权利。 

    “贱人”。指铁匠、屠夫等人。没有在真如定居的，只有暂住户。极端受人歧视：一般等级的人，

不与之同碗进食，不和他们平起平坐，更不和他们通婚。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 

    三、严格管理草场。草场有公草场和打岗草场之分。打岗草场只分到打岗，不分到户。由于草场是

按牲畜多少分配，而牲畜又常处于变化之中，故每三年要调整一次。调整时，先逐户核实牲畜，组成新

的打岗，然后按掷骰点数大小，各打岗依次挑选草场。挑定后，立掷骰文契。立契时，吉米高举章子，

众差巴用拇指触摸后，方盖在文契上，以示永不反悔。 

    计算草场以“杂郭”为单位。按“打岗放牧时，每打岗一个杂郭。杂郭之间立界石，严禁挪动，有

言违者与杀人同罪。各草场有严格开放日期，不许随意进出。差巴草场自给有余，约有30%用于出租。

收入归差巴；或按支差多少，有比例地分配到户；或作差巴集体支出。实行差多受益多的分配原则。  

    四、实行劳役和以实物为主的定额地租。交拉鲁的差叫内差， 交藏政府的叫外差。  

    内差：全牧场的差额是固定的。每年交酥油300克(克，藏语容量单位约合25斤)，羊毛600克，氆氇

600尺，藏银600两。每个差巴的差额，根据一年一度清点差畜时的实际米巴数交纳，每年不同。酥油要

送至拉萨河边，其余差物送至仁布县雅底溪卡，需用大量人力畜力。细如以下小差巴，称为“旁钦”，

还要负责送信、跑腿，多受一层剥削。 

    外差。差项不多。一项是兵差，由草租收入支付；一项是短途乌拉，由租用真如草场的绒布差民代

支。总的比其他藏区轻。 

    除上述差项外，另有三项特殊差：  

    延寿差。领主为了延寿，每年要收72只羊作为放生之用。这种羊的脖子上有加盖印章的颈圈，不许

宰杀。年复一年，这种戴圈的羊在差巴的畜群中日益增多，遗为后患。 

    “其美”(“不生不死”差)。领主将老弱牲畜强派给差巴，长期收取利息，永无终止。早年派过

150只羊，每只年交藏银5两；1942年又派过15头牛，每头年交酥油两克。其实那些“不死”的牲畜早已

死去，但“其美”差一直交到民改前夕。  

    喇嘛差。真如境内有洞加寺等三座寺庙，它们各有土地与差民。但真如差民生了三个以上男孩，第

三子必须入寺为僧，其家庭还要为之修补僧舍、耕种土地、交纳贡灯酥油。 

    拉鲁占有多处牧场，有各自经营方式，本文所述不能代表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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