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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在 3 万年前就有
古人类活动。相传两千多年前，楚将庄 就筑苴兰城; 汉代筑

谷昌城; 但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当自南诏筑拓东城开始; 此后大

理国时期筑了鄯阐城; 元代赛典赤把云南的省会中心从大理迁

至昆明，建起了 “壮丽的大城”———中庆城，使昆明首次成

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明代，沐英等将领入昆后，

筑起了周围 9 里、高 2 丈 9 尺的云南府城，当时已很繁华; 清

代在明代所筑府城的基础上，先后对该城修理过 23 次。当时，

从马市口到三市街至金马、碧鸡坊一线，列市纵横，繁盛异

常; 民国年间，因建设需要，开始拆除城墙，建设新市区。

1931 年，首修环绕昆明城的 “长壹万零五百柒拾公尺，车道

宽三丈六尺”的环城公路。

1941 年，市区新辟靖国新村、复新村、吴井新村等住宅

区。到 1949 年，昆明城区面积 7. 8 平方公里，人口逾 30

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区按总体规划的要求，一面改

造旧城，一面开拓新区。1951 年拆除了护国门至圆通山长约
1 700 米的城墙，利用城砖修建下水道、弃土填原护城河 ( 臭

水河) ，修建成青年路; 1952 年，拆除近日公园至小西门长约
1 300 多米的城墙及钟楼一座，并同时陆续拆除大西门至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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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城墙; 1955 年拆除小西门至大西门长约 800 米的城墙。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形成了城区———近郊工业小城镇———远郊

工矿区和各县城镇三层结构的布局。城区保持着五华山、正义

路、三市街中轴线和东寺塔、西寺塔、大德寺双塔、大理国经

幢、圆通寺等名胜古迹。此后在“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

中，虽有新的建设，但昆明老城总体变化不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昆明以

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今日的昆明城:

高楼鳞次栉比，绿荫遍布全城; 道路纵横交错，立交巍然

耸立; 河道逐年变清，新城多姿多彩。

到 2008 年，全市国土面积 21 011 平方公里，人口 623 万，

昆明市区建成区面积 249 平方公里。成为闻名遐迩的宜居城市

和旅游城市。但距建设现代新昆明的战略目标还有差距。

2003 年，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昆明市委、市政府高

瞻远瞩，提出了建设现代新昆明的战略思想，围绕滇池一湖四

片，建设呈贡新城。经过几年时间的奋斗，现代新昆明建设取

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根据党的十七大、省委八届四次全会、市

委第九次党代会和四次、五次全会精神，昆明市紧扣建设现代

新昆明这一中心，围绕富民、强市两大目标，坚持率先发展、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强力推进工业化加速、城市化提升、市

场化转型和国际化拓展。加快建设富强昆明、活力昆明、文化

昆明、生态昆明、和谐昆明。决心通过 5 ～ 10 年的努力，将现

代新昆明建设成为，以“一湖四环”、“一湖四片”、“一城四

区”为载体，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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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为标志，三大板块协调发展，集湖光山色、滇池景观、春

城新姿，融人文景色和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森林式、环保型、园

林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原湖滨特色生态城市。成为经济景气指

数高、文化特色浓、人居环境好、投资环境佳、社会安定和谐

的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

面对这一宏伟目标，我们肩上担子还很重，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要搞好城市规划和发展，必须懂得建城历史。我们

应该向历史学习，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在此种背景下，读一

读《昆明城市史》，不失为一个有益的选择。

编 者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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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江

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可上溯至 1840 年。今天，现代都市
文明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但同时亦为城市病所深深
困扰着。于是，人们在对城市化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研
究时，不仅对外国城市化问题作共时性的考察，以寻求中西城
市文明的契合点，而且将目光投向我们自己的城市的历史，力
图从历时性的轨迹中，找到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内在的有机
联系。历史的本质在于现实。城市史学从史学母体中孕育而
生，并以其特有的视角、强烈的现实感而在史苑独树一帜，被
列为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历史上，昆明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为饮誉遐迩的
文化名城。19 世纪 70 年代后，根植于中国大地的昆明，尽管
在风雨中步履蹒跚地走上了近代化的艰辛历程，但其城市基本
功能仍不断强化，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斗转星
移一百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昆明英姿勃发，城市化跃迁到一个新的水平，吸聚
力显著增强，辐射区域大为拓展，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迅速提
高，综合实力居全国省会城市和大城市前列。昆明的城市化历
程，既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也有历史的挫折和教训，值得
我们认真加以总结。鉴往知来。时代呼唤我们对昆明城市化问
题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昆明市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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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下，由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省社科联、云南民族学院历史
系合作撰写的 《近代昆明城市史》问世了。它是迄今第一部
深入研究昆明城市化历史的学术专著，是昆明城市化研究迈出
的可喜的一步，值得祝贺。
《近代昆明城市史》力图突破“以史论史”的樊篱，以新

的视角、新的观点，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梳理出昆明城市化演
进的脉络。编撰者中，有年近花甲的史学前辈、年富力强的中
年研究者，而大多则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或对地方史志
有较深研究，或对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学等学有
所专。老中青携手，多学科联姻，使得该书既有 “史”的厚
实，又有“论”的升华。 “史”、 “论”结合，史鉴今论，具
有较强的现实感。展卷读来，昆明城市化历程历历在目，其所
昭示的问题，发人深省。《近代昆明城市史》的问世，不仅具
有学术价值，也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当然，首创之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比如体例不尽统
一、有的论证不够缜密和深入、比较研究不足等。这些都有待
编撰者继续努力。昆明城市化问题是一块初垦的沃野，除了史
论方面，还可从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等角度
作深入的开掘。“桂花香时好风来。”昆明城市迈向 21 世纪的
步伐，一定能为这些新的研究领域送来更多浓郁芳香的 “桂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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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由云南省社科联、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昆明市教委教研
室及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等单位作者合作的 《近代昆明城市
史》一书，经几年努力，终于在近期完稿。这部著作的选题，
在 1992 年经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批，列入全国社科规
划课题，并获得了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这是到目前为止
我省以昆明市作者为主的列入国家课题的唯一一个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共昆明市委、市人民政
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使课题得以顺利完成，在此我
们特表示深切的感谢。

围绕昆明城市近代化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城市的起源与城市历史发展的进程

城市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
前，我们需要先说明城市的概念，即什么是城市。

学术界对城市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
的角度，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有着不同的规定。世界各国
区分居民点的性质或确定范围的方法，可以分为若干类。我们
可以举出以下几种例子。

第一，明确规定某个或某几个居民点为城镇，其余为乡
村。城镇只有一个的都是本国首都，如布隆迪的布琼布拉，冈
比亚的班珠尔，塞舌尔的维多利亚，巴巴多斯的布里奇顿。城

—1—



镇指定为若干个的有: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 个，贝宁 5 个，乍
得 10 个，苏丹 68 个，摩洛哥 117 个。

第二，按居民点的人口划线，线以上为城镇，线以下为乡
村。各国按居民点所划人口界线差异甚大。如: 200 人以上为
城镇的有丹麦、冰岛、瑞典; 500 人的有巴布亚和新几内亚;
1 000 人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1 500 人的有巴拿
马、哥伦比亚、爱尔兰; 2 000 人的有埃塞俄比亚、加蓬、肯
尼亚、利比里亚、古巴、洪都拉斯、法国、卢森堡、荷兰、所
罗门群岛; 2 500 人的有墨西哥、波多黎各、美国、委内瑞拉;
5 000 人的有加纳、马达加斯加、马里、孟加拉国、奥地利、
伊朗; 10 000 人的有塞内加尔、马来西亚、瑞士。

第三，规定各级行政中心为城镇。这类国家有埃及、马拉
维、毛里求斯、多哥、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危地马拉、海
地、尼加拉瓜、巴西、厄瓜多尔、塞浦路斯、蒙古、土耳其。

第四，兼顾居民点人口数量及其职业构成。如中国、印
度、约旦、南非，而各国的规定又不完全一致。

中国: 规定工商业和手工业相对集中，人口超过 3 000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占 70%以上，或人口超过 2 500 人，其中
非农业人口在 85%以上的居民点，设置市或镇的建制。但所
统计的城镇人口只包括市、镇的非农业人口，而未包括城市郊
区的非农业人口以及分布在广大农村的非农业人口。

印度: 城镇指地方行政中心及人口超过 5 000 人，人口密
度大于每平方公里 390 人，至少 3 /4 的男性不以农业为生的居
民点。

约旦: 城镇指地方行政中心及人口超过 10 000 人的居民
点，或超过 5 000 人，其中至少有 2 /3 的男性经济活动人口从
事农业以外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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