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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版说明

(云南风物志>初版于1986年。由于它内容丰厚扎实，既有

历史的纵深感，又有较强的现实感，加之文字表述的清新活泼，

雅俗咸宜，因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省外、国外读者将它作

为嘹望云南的一扇新型窗口；省内读者通过它加深对家乡的认

识；一些单位将它作为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一

些旅游部门在培训服务人员时，把它作为必读的课本或参考书；

一些影视工作者常摘取书中的某些话语作解说词；一些作者也常

在报刊文章和书籍中加以引述。这就是说，无论在教室里、在广

播电视节目中，还是在导游人的口头上、旅游者的手里，常常可

以听到或看到它的音容。总之，本书在了解云南、认识云南、建

设云南，特别是将云南建设成旅游大省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本书自组纂、出版以来，得到各方面知名人士、专家、学者

的关注和鼓励。已故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楚图南先生为

本书内扉题写书名；原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云南省书法家协会

主席李群杰先生为本书题词：“彩笔写云南”。<云南日报>先后

发表了何侃的《文化精品献人民，翰墨华章溢芬芳>(1992年5

月31日)，张信的<真实上乘之作>(1995年12月12日)；(大

西南文学>发表了一叶的<纪实风物散文的新收获>(1986年第

10期)；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张忠良的<一本了解云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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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17日<书讯>)；<云南学术

探索>发表了(风物新篇映书林>(1992年第4期)；<春城晚

报>发表了<彩笔写云南，风物出新篇>(1986年9月30日)；

<第三届艺术节专刊>发表了<文化品格的追求与实践>(1992

年3月3日)；<云南文史>丛刊发表了陈德合的<妙手绘滇图，

彩笔写云南>(1996年第3期)等。此外，<云南年鉴>和<云

南词典)也为本书列专条予以简介。所有这些题词、评介文章，

既为本书增色，也为本书获取较好的社会效益起了很好的促进作

用。在这里，我们谨向作者和有关报刊编辑表示诚挚的谢意。

<云南风物志>自初版迄今，已修订重版3次，重印6次。

其印数之多，重印率之高，在国家统一组纂的<中国风物志>丛

书各分册中，堪称第一；在滇版图书中亦属少见。

<云南风物志>，原是云南教育出版社的前身——云南人民出

版社文化教育读物编辑室组织编纂出版的。为满足读者需要。现

在由云南教育出版社第一次修订再版。由于主编、作者工作繁

忙，这一版来不及作全面的调整与修改，只对部分现实性较强的

内容作了些修订，并由几位老编辑全面审读，校正了若干文字等

方面的差错。敬请读者鉴谅，并请读者随时纠缪，以便将来作全

面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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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地方志

陈翰伯

把志书找来看一看。这样，我曾经翻阅过浙江的<嘉兴府志>，

陕西的<韩城县志>。当然，和当地同志谈话是获得知识的泉源，

因此，十几年以前我曾倡议重编志书，先把上海徐家汇所藏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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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小学学生的课外读物，各级学校的老师可以从它摘取材

料，挥洒自如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登泰山而小天下”。书中的图文，留下不少余地可供读者联

想，借以开发智慧的矿藏。你可以通过它得到许多教益，从而激

励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 中国风物志丛书是一套新型的地方志。它富于时代感，图文

并茂，无论如何是前人办不到的!

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是我国出版界一件引入注目的事，一件

令人欣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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