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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昆明市五华区委员会党组书记　张加全

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

的进步与发展。五华区是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中心城区之一，有

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数百年间内地和云南各族人民的文化相

互融合，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历史。历史上，教育、戏剧、民俗文

化、儒学文化、医药文化等在滇池盆地的传播积淀，铺垫了五华

文化厚重的底蕴；内地传入的宗教文化、京剧、书画等，与本土

文化的相互融合，丰富了五华文化的内涵；近代电影、评书、音

乐、群众艺术的普及和高等学府的兴建，更彰显了五华文化的时

代风貌。多元文化在五华的融合，形成了五华文化历史。编辑出

版 《五华文化史话》，展现丰富多彩的五华百年文化，非常必要

且十分有益。

为使 《五华文化史话》具有 “史话”丛书雅俗共赏的同一

性，编者将收集的６２篇文章按照教育、城建、戏剧、音乐、书

画、电影、人文、图书和群众文化九个方面的内容，对应归纳于

五华钟秀、城建逸事、梨园春秋、余音绕梁、翰墨飘香、电影趣

闻、翠湖韵律、书香诱人和文馆育才九个类别中，以纪实笔法勾

勒出五华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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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编辑过程中，始终得到热心文化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的

赐稿和大力支持。特别是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省

图书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几位教授，不仅自己撰稿，还邀请

名家著文，令我们感动。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由于文化的广博和资料收集的有限，丛书难免存在错漏，敬

请读者批评指正。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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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背枕彩云多

卢　义　姬智明

昆明是国家正式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定位告诉世
人：昆明是一座有着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边疆城市，地处云贵高
原，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而能树立起极具个性的文化丰碑，这本
身就具有神秘的诱惑力。昆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极富个性特
征，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但大都以今日之具象去推演历史
往事，以致显得模糊漫漶。五华本土学人以乡土传承和自身之感
悟漫议本土文化魅力，有点有面，更具解读历史文化脉络的参透
力。史话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恐怕正在于
此。五华地域是昆明市的主城区，明城墙范围内的核心区及其周
边，全归五华辖管；五华于１９５６年建制定名以后几经划界归并，
域内的历史文化遗存及活态文化都是昆明市的历史文化标志和现
代文化窗口。点与面是难以分解的，谈昆明多是言五华，梳理五
华也就是展示昆明，五华学人捉笔修书的动议和成果，充分证明
了五华历史文化的特殊地位。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谁也不能说自己的主张
就是一锤定音的不易之论。如果纠缠于概念的辩白，就会把民众
的切身感悟和话语权拒之门外；文化人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也只
能是游离于民众生活方式之外的小摆设。本土作者就事实谈感
悟，使乡土气息与文化深度融而为一；这种事在笔下、情在文
中、理在文外，至真至善、至情至理的漫话，能让读者更准确地
量出五华历史文化的深度和高度，留下群体性的美好记忆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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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凡是遇上 “史”字，我们都必须以 “沧海桑田”的历史变
化观去细究原委，古人非今人，古事非今事，昔日山川也不等于
今日山川，变才是历史前进的规律；但是古人又是今人之祖，古
事是今事之裔脉，昔日山川是今日山川之母体，古与今相依相
连，以古鉴今又是历史的本质。历史文化名城，是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骄傲，对其历史文化内涵略知一二，则是我
五华市民的基本文化涵养和神圣职责。

翻开每一本中国历史，总是以元谋猿人为开篇，说明滇中沃
土确实是人类已生活上百万年的风水宝地。夏商周以后，黄河流
域的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区，滇中高原就自然地成了
远离文化中心的边鄙之乡，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红土高原
的文明进程确实是落后了。西汉赐封滇王，东汉设谷昌县于滇池
沿岸，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管束的功能，谷昌虽称名邦，但中原
文化的含量并不高。当时红土高原的主流文化绝对是庄蹻 “变服
从俗”的土著民族的乡土文化，低下的生产力与原始信仰在蓝天
白云下和谐共存，先民们的物质生活是艰辛的，精神却是快乐
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滇边民众的生活方式已进入中原文化人的
视野，他们记下的若干片段，与司马迁对西南夷地区的描述大同
小异。

展开地图一看，昆明在红土高原上的区位优势是明显的。到
了唐代，僻处滇西的南诏地方政权为东拓的政治需要而首筑 “拓
东城”，这应该是昆明由乡村跃升为城镇的开始。南诏在昆明留
下的文化遗踪主要是 “佛文化”，蒙氏在螺峰山下修建 “补陀罗
寺”，供奉观音菩萨，畅行观音道场，开了佛教发展史上独立祭
拜观音的先河。补陀罗寺几经变故，现已改名为 “圆通禅寺”，
螺峰山也因寺名而改称圆通山，千年古寺灵光接续，时至今日依
然香火日旺。南诏时期还在今东寺街西侧修建了慧光寺，东侧修
建了常乐寺；为避水患对寺庙的侵袭，又在两座寺院中各建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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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民众便按地理位置赐名为西寺塔和东寺塔。千年以来历经
种种天灾人祸，西寺塔均未曾崩坍，仍为原建真迹。你想见识一
千多年前的唐土唐石、唐砖唐瓦及老祖宗的工艺灵气吗？它就在
当今五华图书馆的大门前。老昆明人一直把该塔视为镇城之宝，
认为它能 “关风锁水，镇妖避邪”，都喜欢到塔下走走看看、摸
摸站站，以感受一点灵气。佛寺佛塔不仅是一般的传世古建筑，
它的主要功能是导引着昆明地区民众的文化信仰，自南诏王倡导
佛教文化开始，昆明地区便信佛成风，香火日盛。

元明清三代又增建了众多佛寺以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其中
不乏一批影响力远超于时空屏障的佛教文化设施：宋代 （大理国
时期）在拓东路建成古幢经柱；元代在今五华山建悯忠寺 （后改
称五华寺），在祖遍山麓建双塔寺 （大德寺及双塔）；明代在今翠
湖内建莲花寺，在今官渡村建金刚塔，在今西山东麓建太华寺，
在金汁河畔建金马寺，在今民族大学位置建商山寺……都是名扬
遐迩的文化瑰宝。我们一口气数出众多名刹名塔，其实它们后面
还有诸多次级寺庵，如弥勒寺、海源寺、静修庵，等等，其实当
时昆明的实际情况是 “无街不寺”，香火之盛，很像遍布缅甸乡
村的佛塔崇拜。信仰是文化的核心，南诏地方政权本身就有 “佛
国”之称，它给东都拓东留下了普照水乡的佛光，说拓东是一块
佛地也就一点也不为过了。“阿弥陀佛”的祈颂声传遍街巷，曾
经是昆明市民历史文化的真实。

道教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它与各民族传统的原始信仰有
着千丝万缕的自然联系。在佛教倡行的同时，老昆明人也不拒斥
道教文化。元代建于拓东路的真庆观，明代建于鸣凤山的金殿，
建于西山的三清阁，建于城内的玉皇阁等等道观宫阁，同样为老
昆明人所接纳。市民从道观文化中感悟到了与世无争的清风爽气
和远离尘世的仙风道骨。端公师娘和土地庙等民间宗教的遗存则
多活跃于城郊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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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
便成了国学根基，一直主导着中原文化的主脉。在大一统思想
的指导下，历代皇权都致力于儒家文化的传播扩展；中国两千
年来的封建皇权文化，基本上是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以教
化内教化外作为认同标志。元明以前滇边基本上属于南蛮之
乡，汉语汉文未得普及，儒家文化难以倡行其道。随着大一统
政权建设的需要，儒家文化从天子脚下向外逐层播化，按照
“化”的程度产生了 “差序格局”，认同程度逐层淡化，就像一
块石头被扔到湖水之中，水波形成的圈层越往外便越微弱。到
了明清时期，蛮夷之地还有 “熟蛮” “生蛮”之别，都是以儒
学为核心的汉文化作为标准来品味界定其生熟。昆明属于 “日
近长安远”的边地，除了武力镇边而外，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儒
学的潜移默化来实现主流文化的升华。明初筑昆明城墙时，大
南门西侧建楼并高悬 “宣化楼”大字牌匾，充分体现了大一统
的皇权对红土高原的基本文化政策。从昆明往四乡走，归化、
开化、宣化、蒙化、德化、致化等等地名，都是按照儒化标准
来确定的。儒家文化的微波细浪，一直 “化”到当时的属邦越
南、缅甸等地域。

元初把拓东小镇升格为省城，这应该是昆明发展定位的基
石。但当时的中庆城 （元代昆明的城名）还是一座没有城墙的
敞城，更像是一个繁华的市场，与中原城市的高墙深宅大异其
趣，从儒学文明的角度看，总是显得有点野性蛮劲。为了实现
皇朝的宣化手段，赛典赤于１２７４年在今五华山麓首建文庙
（孔庙），文庙因具官方色彩，受到历代官宦的重视，几经损
毁、重建和迁建，于康熙二十九年 （公元１６９０年）才落脚于
文庙街今址。文庙是儒学的基地，是教化边民的物质载体，它
与官学相表里；仁义礼智信、修齐治平等儒学精神，均随文庙
的发展而强势推进。儒虽不为教，但孔圣人却与寺观的各路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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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享受着同样的祭拜礼仪；随着儒学精神的播布，昆明市内很
多街巷都围绕着忠、孝、节、义的精神建起了各类牌坊，成为
市井一大景观。

明清两朝，市民中的老弱群体，多以佛门为皈依；平民阶层
则更喜欢修炼不甚严格的道观之本土诸神；官宦和文化人直至年
轻学子都对孔圣人顶礼膜拜；掌握文章成败的魁星也成了学童们
的偶像神，直到清朝末年的１９０３年，昆明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状
元楼。儒、佛、道三家在五华这块地盘上相伴相存、相交相融，
会通于一个 “善”字。老昆明人一家分信几个门派的情况是常见
的，真是其乐融融也。有些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信仰不太
专一的老昆明人，喜欢笼统地自称信仰 “三教”，足见三教的善
举功德确实是相通的。

我们以列举名录的方式简要地谈及昆明人信仰文化的历史轮
廓，只是想从一个侧面解读历史文化名城的影子。倘若要深入下
去讨论一寺一坊、一庙一塔的历史背景、美学思想、建筑艺术和
宗教活动的文化内涵及其空灵掌故，那么需要一事一本书的构架
才能尽显其历史风采，这就不是一篇短文所能承担的重任了。

信仰文化是乡土文化的核心，但又不是乡土文化的全貌。如
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生存方式的视角来看昆明的历史文化，那
么历代老昆明人的衣食住行，都有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
留下的印迹，这就是地域文化的个性。

明清以前，“半边海水四围山”的昆明的乡土文化应该是水
乡文化，更准确地说是四围大山中的水乡文化。诸多论客都说五
华文化是红土高原上的山地文化，怎么又提出个水乡文化说呢？
我们认为具体情况需要具体解读，母亲湖滇池哺育了五华先民才
是历史的真实。昆明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唐宋以前这里只是个
大渔村而已，南诏王在滇池之滨 “筑”拓东城，把渔村筑成了城
镇街市，这是一次飞跃。当时的滇池水域是紧连五华山脚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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