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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科研学术品牌的创新发展之路

——— “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保山学院党委书记　李治刚

２０１２年年底，我从保山市常务副市长的岗位上调入曾经工
作过的保山学院担任党委书记。从地方政府进入高校，这种不

同的履职经历给我思考问题带来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在地方政

府任职期间，我分管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等工作，对地方

文化就情有独钟。我们保山历史悠久，地方文化资源丰富多样，

但文化品牌却迟迟难以达成广泛共识。为此，我曾经也组织人

马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力求为确立地方文化品牌做一点基础工

作，但是，由于受到地方政府在人才支撑和研究机制上的制约，

迄今为止这项工作都没有看到成效。因此，我对未能有效地推

进地方文化研究以提升保山地方文化品牌而耿耿于怀。

进入保山学院之后，我渐渐发现，开拓地方文化研究，我

开始拥有一片新的天空。地方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这四大社会职能，在我看来，无论是哪一

种职能，它们都能够服务于地方，为地方做出巨大贡献。正是

基于对地方高校四大社会功能的这种认识，我们保山学院才把

学校的长远发展定位为 “立足保山，服务云南，辐射南亚、东

南亚”，将通过全力推进开放办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复

合型、应用型高素质专门人才。怎样将高校的四大社会功能结

合起来，在这四大社会功能的结合点上找到突破口，不断提升

我们保山学院的办学水平，这一直是我们保山学院领导思考的

重大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思考，我开始意识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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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学院的人才优势相当突出，拥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博士研

究生和奋发向上的青年学者，申请立项了许多国家社科课题，

出版了许多有学术含量的著作，还建立了许多有一定研究实力

的科研机构。这些都是我们保山学院的宝贵资源。如果充分利

用和发掘这些宝贵的资源，我们保山学院将会在服务地方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且，从升本以前就开

始形成的浓厚科研氛围和重视科学研究的升本经验也表明，我

们要走一条长远发展之路，保山学院就必须搭建科研平台，组

建学术创新团队，强化校地合作，以项目和成果为支撑，不断

提升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质量，走内涵发展、科

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探索办学的发展思路上，我们保山学院需要找到长远发展

的战略突破口，需要找到本科转型的切入点，需要找到内涵升本

的关节点。怎样借助科学研究推进人才培养工作，怎样借助科学

研究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怎样借助科学研究强化文化传承质量，

我们可能在思想解放上还没有突破原有的传统模式，因而总是受

到传统模式的制约，难以推进学院的长远发展战略。看到学院引

进的高层次人才不能安心工作，总是 “孔雀东南飞”；看到学院

着力推进的学科建设不能获得重大进展，总是停留于讨论和纸面；

看到学院校地合作的良好声誉难以得到更大范围的扩展，总是处

于低层次的阶段，我就忧心忡忡。我开始换位思考，能否将地方

需要和高校优势结合起来，以发挥高层次人才作用的科研平台为

着力点，构建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机制，既能够提纲挈领地推进学

校的全面工作，又能够有效地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文化而服务。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才开始萌发搭建学术研究平台的想法，着

手建立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年６月，在张国儒副院长的大力支持下，在祁苑红副
院长的精心筹划下，由魏国彬博士领衔运作，保山学院地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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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中心开始逐渐运转起来。作为新成立的科研学术机构，

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中心没有走以前分散发展的老路，而是

走了一条开拓创新的品牌发展之路。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中

心立足于保山地方文化，发挥高层次人才的学术领军优势，针

对地方发展需要精心选题，借助校地合作形成的学术力量推进

科学研究，以 “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丛书”作为学术研究项

目成果的展示平台，力图为保山学院的内涵升本与品牌发展探

索出一条符合地方特色的集约发展模式，实现保山学院学术发

展的集束效应和品牌效应。

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中心以 “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丛

书”的汇集出版为工作核心，通过课题研究产出项目成果，这对

保山学院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都具有很

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人才培养来看，“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丛

书”既可以为特色专业奠定教材和课程的学科基础，又可以为特

色专业建设一支具有知识含金量的师资队伍。从科学研究来看，

“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丛书”既可以为学科建设形成学术团队

提供一个科研平台，又可以为推进学科建设凝练具有地方特色的

学术研究方向。从社会服务来看，“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丛书”

既可以为文化建设与繁荣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与指导，又可以为

参与地方文化遗产保护搭建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从文化传承来

看，“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丛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既

是对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继承与深度挖掘，又具有广泛宣传

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我认为，以成果展示的方

式持之以恒地推进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提升科学研究的集束效应

和品牌效应，是我们保山学院学术发展应该坚持的努力方向。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第一届学术委员
会召开了学术评审会议，对提交的所有书稿进行了学术评审。

通过校内外学术评审专家的审阅，首次入选 “保山学院地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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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丛书”的书稿都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魏国彬博士的

博士论文 《德昂族艺术的文化阐释———以保山市潞江坝白寨为

例》是云南省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特少民族德昂族艺术的学术

专著；魏国彬博士和万晓萍副研究馆员合著的 《泰北华人村

———来自泰国金三角地区的田野报告》是国内第一部以研究泰

国金三角地区原国民党残军后裔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

肖正伟同志的 《保山通史概要》是保山市第一部具有整体脉络

的地方历史学术专著。这些著作的出版发行将会改变保山地方

文化的研究风貌，提升保山地方文化研究的含金量，为保山地

方文化研究挺进全省先进行列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今后，我

们的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中心还将遴选学术成果继续出版，

将 “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丛书”做大做强，打造成具有地方

特色的学术品牌。我们的保山学院地方文化研究中心还将紧紧

围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借助校地两股学术力量，精心选

题，以课题项目形式展开持之以恒的科学研究工作，深入研究

哀牢文化、永昌文化和滇西抗战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为确立

保山地方文化品牌提供理论支撑；深入研究保山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为保山非遗申报和保护、乡村文化旅游发展

和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提供实践指导；广泛收集与整理保山地方

文献，为保山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咨询提供资料保障。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地方文化研究中心这个新型科研平

台凝练学术研究方向，组建学术团队，打造重点学科，持续不断地

推进地方文化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保山学院就一定会形成一支强

有力的科研队伍，就一定会为保山地方文化建设提供科学有效的决

策咨询建议，就一定能够形成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建设思想智库。

是为序。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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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方　铁

云南归入祖国版图甚早。保山地区早在西汉时便设立县，

东汉设郡，是云南进入祖国版图最早的地区之一。

西汉以后，保山地区因与缅甸接壤，交往频繁，更重要的

是闻名遐迩的西南丝绸之路，其干道便是通过这一地区进入中

南半岛，并辗转到达地中海一带的。因此，历代王朝对保山地

区十分看重。《魏书·西域传》说：大秦 （古罗马帝国）“东南

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说明自从永昌博南

山道的开通，永昌郡 （治今保山）乃成为沟通中国与西南邻邦

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各地珍贵物产交易的聚散地。

唐宋时仍然如此。据 《云南志·云南城镇》：“南诏在今缅

甸东北部建安西，金宝、宝山、丽水、金生、镇西、苍望诸城，

管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遂启这一僻远地区开拓之先河。”这

一历史事件，仍是以永昌及经由其地的西南丝绸之路为依托。

南诏的精锐部队，竟有１／３驻扎在永昌，可见对这一地区的重
视。南诏王阁罗凤在位时，将滇东北的２０余万白蛮人口迁到永
昌，《云南志·名类》说咸通四年 （８６３年），白蛮首领爨日用
的子孙，还居住在永昌城。

大理国对永昌也十分看重。北宋时，成都人杨佐奉朝廷之

命至大理国商议买马，在大云南驿 （在今祥云县）见驿前有里

堠碑，上题 “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

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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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完葺者”。据此可知大理国联系外地有六条重要交通线，其

中的西至身毒国 （今印度）道和南至海上道 （沿缅甸伊洛瓦底

江抵安达曼海），都经过了永昌地。

蒙元在云南建立行省，由于对边徼积极用兵，乃注重经营

今保山地区。元朝在至元二十三年 （１２８６年）建大理金齿等处
宣慰司 （治今保山），所管辖范围甚广，包括今大理、保山两

地，以及今楚雄、临沧的部分地区。保山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

也进一步显现。《马可·波罗行纪》说：今大理、开远一带所产

良马，通过西至身毒国道大量售予印度人，“而为一种极盛之贸

易”。经过西至身毒国道，云南人还可远赴麦加 （在今沙特阿拉

伯西部）朝觐，《岛夷志略》说云南有陆路通往天堂 （麦加），

行走一年可至其地。由于元朝控制了前代的南至海上道，驻军

远至今缅甸的卑谬以南，云南及内地的不少人口，先后迁居今

保山及其以西的地区，促进了上述地区的发展。

外地人口移居保山及其附近地区，在明清时期达至高潮。

明朝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卫所之下的军户便成为军事性质的

移民。保山是设立卫所的重点地区之一，卫所驻军在保山修建

了有名的九龙渠水利工程，九龙渠奔流３０余里，引易罗池水灌
溉大面积的田地。保山较大的水利工程，还有永昌府城以南的

诸葛堰。清代内地人满为患，大量流民进入云南各地，云南官

府乃用赋税优惠、提供种子和耕牛等方法，吸引流民到各地

垦种。

保山是清代外地流民聚集的重点地区之一，时有民谣：“穷

走夷方急走厂。”谓外地入滇的流民若穷窘之极，大都远赴夷方

（称多瘴气的夷人之地）或报名矿厂当砂丁。由保山通达各地的

贸易亦趋发达，《南中杂说》称腾冲为云南入缅道路的中转站，

“商业至为繁盛”。大量商贾经腾冲至缅甸经商，缅人因此 “岁

收铜银数十万”。民国建立后，保山仍保持兴盛的势头，详情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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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赘述。

我与肖正伟先生数年前便认识，知道他长期致力于保山历

史与文化的研究，并写出了不少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作品。他寄

来４０余万字的 《保山通史概要》，约我写序。我翻阅过后，感

到他写该书下了一定功夫，尤以大量参考地方文献、勾勒保山

的历史面貌和发展线索见长，大致实现了他 “以融资料性、系

统性、学术性为一体，重点突出保山历史脉络”的初衷。

《保山通史概要》还有以下特点：

全书的结构和写法较新颖。书稿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

为远古、哀牢国、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

国等七个时期，叙述各个时期的建置、重大事件、工商业、文

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又介绍不同时期保山的知名

人物，既是现代史书著作的体例结构，也有传统纪传体史书注

重为人物立传的特点，可说是一种创新。

书稿的内容还体现了详近略远的原则，这也符合中国史书

传统的写作方法，亦本应如此。还有一点须指出，即书稿以地

方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为基本线索，而并非如同当今出版的一些

书籍，仅叙述当地的少数民族，作者这样写是有道理的，毕竟

保山地区的历史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所共同创造的，而且保山是

云南汉族较集中的区域之一，给保山汉族以应有的地位，体现

了尊重历史的远见卓识。

书稿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保山数千年发展演变的历史，文字

清新可读。遗憾的是清前叙述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的文字少了

点，希望以后能增补时，再增加这一方面的内容。至于某些史

实的考订，本来史学界就有争议，若苛求本书须深入讨论，似

乎要求过高了。

我希望有更多类似的著作出版，介绍云南各地丰富多彩的

历史和文化，给民众以应有的知识，亦使大家得到获取新知的

·３·

序



享受。将来若时间相对宽裕，我也想写一些面向大众、雅俗共

赏的作品，当然须巧妙构思及认真落笔，因为写作此类文字实

属不易。

是为序。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于云南大学

（方铁，云南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 《西南通

史》）

·４·

保山通史概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

钩沉历史。

二、根据历史史实和体例结构，能详则详，该略则略，详

略结合。

三、章节结构，根据保山历史发展脉络，合理划分，科学

设置。

四、上限追溯于原始社会，下限截止民国末期，着眼考证

和书写保山历史的重点、要点、亮点。

五、力求做到气脉纵横贯通，融资料性、系统性、学术性

为一体。

六、资料来源注释。①属引用原文和史家观点的，注出书
名及其出版社 （或刊物名称期数）和出版时间，否则，来自有

关历史资料选编和有关书目的引注；②属资料性调整、删改和
压缩应用的，在文中注为参见书目及其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七、纪年的应用，采用皇帝纪年 （含民国纪年）加括注公

元纪年。其中涉及国际事件实事和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事的，单

用公元纪年。另，在括注公元纪年中，公元前的年代，前面加

“公元前”３字；公元后的年代，不加 “公元”２字。
八、古今地名注释，除个别系作者观点外，一般采用历史

学界普遍认同的注释。

九、杜文秀回民起义内容，来自有关公开出版的权威史料。

十、人物立传，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律按生年先

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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