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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事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占有

特殊的地位，江泽民总书记在党时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奄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于年文明，又植根于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和

经济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

我国五千年优秀的历史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之一。

文物工作的自身价值就是通过文物的保护、利用、传续、继承、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丰富的营养，发扬光大中华民族

特有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素质。

文物是人民创造的，是历史的见证，苏佛涛先生主编的

《石屏县文物志》一书得到石屏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县文化体

育局的重视和支持，终于得到出版面世，此书必将使“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原则得到更好的贯彻和执行，并将起到对全县各民族

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启迪人民的智慧，振

兴民族文化，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旅游事业的作用；也必将增

强全县各民族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从而为建设石屏，振兴

石屏更加奋发努力，加速石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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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一、石屏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悠久的历史

使保存在地上地下的文物古迹比较丰富。这些文物古迹反映

了石屏县各个时代社会存在的生态性、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

性。 · r ·

。

为了使石屏县境内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见证

与科研的资料永远保存下去，使现在和将来的人们都能从中

受到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我们根据云南省文化

厅“关于编写地州文物志安排意见的通知”(1984年文博第

339号文件)的精神，决定编写《石屏县文物志》

《石屏县文物志》的编纂由苏佛涛先生调查研究，撰写条

目，其间翻山越涧，栉风沐雨自不必说，灯下：、三易其稿，1986

年交胡振东先生审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五大报告为目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凡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

艺术价值的文物，均编入了文物志。

二、本书收录范围如下：(1)省、州、县人民政府公布的文

物保护单位；(2)具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古代遗址、

古墓葬、古建筑、古碑刻、书画以及出土、传世文物；(3)与重大

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革命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

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

三、收录时间，上限起自新石器时代，下限迄于公元1998

年。本书采用分类志与通志相结合的体例，计有概况、古遗

址、古墓葬与历史人物墓、革命烈士墓、古建筑与历史纪念建



筑、水利设施、交通设施、碑碣、石刻、壁画、收藏文物、表、文物

‘工作大事记、风景名胜及附录等计24类。分类之下则按时代

顺序编排，以求历史脉络清楚。

四、本书志目内容一般包括名称、位置、年代、文物特点及

。其价值，历史沿革和现状等6个方面，力求在编写中做到资料

性、科学性和知识性三者有机结合，使之具有可读性和趣味

性，并以资料性为主。

五、本书采用记叙手法，文字用简化汉字。引用的古籍记

载采用文后注。对清代以前的年代记载采用朝代年号，清代

以后用公元年代，书中涉及的度量衡，一律用国家规定的度量

标准。

六、本书每条志目包括名称、位置、时代、特点、价值、历史

沿革和现存状况，有的加以必要的考证，有的条目之后附录有

关散文随笔，以供读者研究或鉴赏。．文字力求简明洧的条目
配以照片或绘图，供读者赏鉴。

七、本书书画、古陶瓷、金石等皆由石屏县文物管理所收

藏，条目中不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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