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鲁沙尔镇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通过对鲁沙尔镇
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对其他边疆民族地区城镇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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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沙尔”系藏语音译，是“新村落”、“新窝子”的意思。该镇是

西宁市所辖三县之一的湟中县治所在地，是湟中县最重要的城镇，

尤以黄教圣地塔尔寺著称于世。

一、鲁沙尔镇因宗教而形成

鲁沙尔镇在秦汉时为古湟中西羌之地。西汉元鼎六年，西汉王

朝反击河湟羌人对堡罕、令居等地的围攻，击败羌人，将湟中地区

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的版图。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中国北方处于

混乱动荡之中，湟中地区先后为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北

凉、吐谷浑、北魏、北周等地方政权割据统治。隋朝重归统一后，隋

朝政府重新调整全国行政区划，在青海地区设置了西平、西海、河

源、浇河四郡，鲁沙尔镇所在的湟中县归西平郡管辖。隋唐之际，

崛起于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吐蕃王朝在唐高宗龙朔三年，

灭亡立国 300余年的吐谷浑，占领吐谷浑全境，设在今甘肃、青海、

西域的所有州县，全部被吐蕃所占领。在吐蕃王朝统治时期，不断

从西藏等地迁来吐蕃移民，充实河陇占领区，使这一地区逐渐吐蕃

化。宋金夏时期，包括鲁沙尔镇在内的西宁、湟中地区建立了藏族

为主的青唐政权。1227年，成吉思汗从西夏手中夺取西宁州。元朝

建立后，在全国设立了 11个行省，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归甘肃行

省统辖，鲁沙尔镇归甘肃行省所辖的西宁州管辖。

元至正十七年（1357）十月二十五日，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

宗喀巴诞生于鲁沙尔镇塔尔寺附近，鲁沙尔镇的历史发展迎来了

的转折点———成为了固定的城镇，由于与宗喀巴的历史关系，鲁沙

尔镇自明清以来其兴起、发展就与塔尔寺的兴衰息息相连。鲁沙尔

镇被罩上“圣域”的光环，在藏、蒙、土等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民族中

具有神圣的地位。塔尔寺在藏语中称作“贡本”。由于塔尔寺在藏

传佛教中所拥有的神圣地位和崇高声望，鲁沙尔镇在藏语中直接

被称为“贡本”。可以说，古代鲁沙尔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塔尔寺有

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每年从青海、西藏、甘肃、内蒙、四川等地来这

里进香拜佛的各民族信仰者络绎不绝，尤其是在塔尔寺举行大型

宗教活动期间，除了成千上万的信徒香客之外，还有许多商贩也纷

至沓来进行商贸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信徒和商贩逐渐定

居在这里，年长日久，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商品集散地，后慢慢发展

为一个小城镇。

二、鲁沙尔镇因旅游开发而迈入发展新阶段

1949年，湟中县解放。随后组成中共湟中县委员会和湟中县

人民政府，驻鲁沙尔镇。从此以后，鲁沙尔镇一直是湟中县现城，

成为全县政治、经济、商贸、文化教育中心，在青海乃至全国城镇中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1999年隶属于青海省会西宁市。2000年鲁沙

尔镇又被确定为西宁市的卫星城镇，鲁沙尔镇依托其丰富的旅游

资源，迎来了发展新契机。

青海省首屈一指的名胜古迹当属塔尔寺。塔尔寺紧临鲁沙尔

镇西南的莲花山。它与西藏的色拉寺、哲蚌寺丹寺、扎什伦布寺和

甘肃的拉卜楞寺，被称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丛林，是安多藏区最

有影响力的宗教活动中心，是青海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藏传

佛教文化和艺术之宝库。塔尔寺于 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成为首批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并

于 2012年成功荣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成为青海省第二家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塔尔寺除了 52座大型佛殿、经堂和佛塔之外，还

有 9300余间活佛府邸和僧舍。历史上塔尔寺最鼎盛的时期，全寺

僧众多达 3600人，整个寺院占地面积 40多万米（合 600多亩）。其

规模之宏大，由此可见一斑。塔尔寺绘制的壁画、制作的堆绣（唐

卡）、塑造的酥油花，被誉名为“艺术三绝”，驰名海内外。这三种艺

术作品以其对佛教文化的独到理解，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天才，

运用独特的工艺技巧，历经一代又一代艺僧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

形式多样、内容取材广泛，并富有时代气息、生活气息的艺术瑰宝，

具有诱人的艺术魅力和较高的审美价值，超过了其发源地而居于

雪域各寺之首。

鲁沙尔镇清真大寺位于鲁沙尔镇海拔最高点———西山脚下，其

占地十亩，建于同治年间，是湟中地区最早的伊斯兰教清真寺之一。

光绪年间，阿拉伯国学者舍以志·布哈拉，舍以志·代理力，舍以志·

海比布来力三人，受该国国王委托，先后到鲁沙尔镇清真寺任教长。

1917年民国初期时，曾有尕布老人，果园二师父、韩海比、虎守邦等

国内外知名阿訇开学执教为伊斯兰教在鲁沙尔镇地区的传播做出

了贡献。据说，清真大寺从初建至今，曾先后六次修建、扩建，始有今

天的摸样，其中 1999年新大殿扩建工程规模最大，历时 3年。

寺内原藏有马麒、马麟兄弟和国民党政要于信任、蒋介石、白

崇禧等人所赠匾额，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赠送的楹联匾额多块。

清真大寺于 1986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荣升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青海省政府决定打造塔尔寺这个旅游品牌，耗资

7300万元, 开始修建塔尔寺广场和中国旅游文化商业第五街———

塔尔寺步行街。同时又拨款 3亿多给鲁沙尔镇，陆续新修了多条公

路和多个休闲度假区以及“和谐苑”、“吉祥八宝亭”、“卡约遗韵”等

城市景观工程。除此之外，鲁沙尔镇还拥有诸如刘琦山神庙、莲花

湖旅游风景区、南朔山、药水泉等自然和人文景观。如此丰富的旅

游资源为鲁沙尔镇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现如今，鲁沙尔镇初步

形成了塔尔寺中心旅游功能区、莲花湖山水自然旅游区、陈家滩休

闲度假区三大区域。并以莲花湖为中心，建成 10公里的环形旅游

文化产业廊道，吸纳一批文化产业龙头企业入驻。届时，旅游区整

体建成后将吸纳 5万人就业，预计年产值将达到 15亿元，鲁沙尔

镇正依托旅游业迈入了迅速发展的新阶段。

浅析鲁沙尔镇的形成与发展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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