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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段昆生

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及其周围地区，是云南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从西爨到南诏，云南文化西移至大理，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

大理文化。唐宋时期，大理是云南等大片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大理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了更多的撞击与融合。元代以后，又有

了新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大理的文化建设与文学艺

术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尤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以后的10几年间，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步

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为修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大理历史上从未修过‘文化志》。过去，大理志书中的。艺文”部

分，远不能涵盖现代文化艺术的全部内容。因此，这是大理有史以

来的第一部文化志书。

既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文化新方志，谁也没有实践经验，其难

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志书修纂人员却信心十足，知难而进；从

1991年下半年起，经过3年多的筹划，两年的动笔撰写，终于写成

了这部志稿。 一

综观志稿：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文风端

正，简明通俗。尤其是文化艺术的专业特点、大理的地方特点、以白

一】一



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特点、当今文化的时代特点，都能鲜明地表现出

来，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文化志书，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体现“详今略古”原则方面，他们做到：略古而不遗漏，详今

而不赘冗；只要是迄今能够找到的资料，无论抄、载、闻j录，都要加

以查对、核实，绝不妄入志目，努力做到：简、严、核、雅。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新”，主要体现在：观点新、资料新和方法

新。这些，编纂人员都十分重视，不断探讨，并把它们贯穿于全书始

终。由此看来，这部文化志的质量是好的，只是由于历史跨度太长，

即便是建国前后，有些资料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难于找

到，如果日后有了新的发现，又再予以补正。

一2—

199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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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和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原则上上限为1911年，下限至1995年。为载明某些

文化事项之源流，部分章节追溯至古代，但总体上仍坚持“详今略

古”的原则。 。

三、本志以文化行政部门主管的文化艺术门类为主，全面反映

各门类在大理市发展演变史实。因此，始终围绕大理市文化事业发

展变化这个中心，突出群众情况、民族民间情况、当代情况，力求写

出专业特色、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

四、本志由卷首、正文、卷末三部分组成。卷首置概述、大事记。

正文按门类设：群众文化、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

法、摄影、文物、图书、电影、行政机构、人物等章节。附录置于卷末。

五、概述力求脉络清晰，演变阶段清楚，概而有要，总揽全书。

大事记记述大理市文化事业发展的重大变革、事件及有较大影响

的艺术活动。

，六、正文采用章节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资料力求广泛、翔

实，宁缺勿滥。行文用记述体，文表结合，按。述而不作、叙而不议”

的原则反映史实。涉及文学艺术创作作品的记述，则以收入在省级

以上(包括省级，下同)专业刊物、省级以上报纸(不含晚报)文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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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刊载的作品或参加省级以上调演、会演的文艺节目为限；美术、

书法、摄影则增加参加省以上专业展览展出作品。

七、人物以收录对本市文化事业作出贡献或对本市文学艺术

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为主，设传记和名录两部分。 ·一

八、对单位用第三人称；人物除引文外一般直呼其名，政权、党

派也直呼其名；民族称谓、地理名称用国家核定规范称谓。 ．

九、本志中凡出现××年代(如70年代)字样，皆指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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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 大理市位于云南省滇西中部，地处东经99。58，～100。27’，北纬

25。251---,25。28'之间。境内西有巍巍屏列苍山十九峰，东有莹莹横

亘百里的洱海．山环水抱，景致迷人。市域东西横距46．3公里，南

北纵距59．3公里，总面积为1457．27平方公里。据1994年底统

计，全市总人口为45万多人，有白、汉、彝、纳西、傈僳、苗、壮、藏等

民族，其中白族占总人口的65．5％，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

居市。

大理市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风光秀丽、文物众多，是国务院公

布的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区之一，是大理白族自治

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州人民政府所在地。

大理市的文化艺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走

过了一个辉煌而又曲折的历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绚丽多彩的地

方民族文化艺术风格，具有丰富的形式和内容，是中华民族光辉灿

烂的文化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 ．

大理市文化艺术的发展，走过了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既有

相承的连续关系，又有鲜明的各自特点。

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大理的先民就在苍山洱海之间生息、繁

l衍、劳动。苍山马龙峰、佛顶峰、白云峰，海东金梭岛，挖色乡鹿鹅

矿山，风仪镇青乐村东山等处曾出土大批新石器时期的石刀、石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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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凿、石网坠及各类粗陶器、骨器，发现半穴居式的人类居住遗址

和用火痕迹。市内许多地方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有刀、剑、

斧、钺，以及反映一定农业生产水平和冶炼技术的铜犁。汉代，大理

同中原有着较为密切的来往，与古印度也有交往，是四川通往印度

的。蜀身毒道”的重要关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这

里设叶榆县，属益州郡，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管辖范围。蜀汉、魏、晋、

南北朝到隋，仍为叶榆县，先后曾归属永昌郡、云南郡、河阳郡，均

为羁縻之地。’

在这一漫长时期，大理的社会、经济有了·定的发展：一方面，

大理坝区已从随“畜迁徙，无君长、无常处，：逐渐形成了众多的不相

统摄的“洱河蛮”城邑，从事农耕，山区也散布着以游牧为主的。乌

蛮”部族l另一方面，‘‘一些曾派往这一地区的中原官兵和发派到

这一地区的中原。罪人一，因避战乱而逃离中原相继流入并落籍大

理的农民，融合于。洱河蛮”中，他们带来的先进的汉文化和生产技

术，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

在上述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关大理市境文化艺术的

文献、文物资料极少，但我们从这些极为有限的资料中，可以看到

植根于本地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已有一定发展水平：一、踏歌已十

分流行，伴随踏步节拍对。开天辟地”、自然现象、民族迁徙等的解

释、追忆的史诗般的说唱已经形成；二、神话传说已经很丰富，特别

是祖先起源、图腾、龙等的神话传说趋于完美；三、民间歌谣已成为

抒发情感、褒贬事物的一种形式；四、巫师、鬼主占了统治地位，宗

教祭祀活动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文化形成体系；

五、汉文化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中已发生一定影响；六、生活器物

和兵器的制作中，已表现出了许多具有民族审美意识的特色图案。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隋朝以前的大理文化艺术状况l

的概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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