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洒彼耋山馒爻物*



，昆明市西山区文物志

昆明市西山区

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八年三月



西山区文物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任毕 辉(副区长)
。

副主任 杨溪(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潘埔(文教局党委副书记)

董嘉瑞(区委办公室主任)

委 员 王云(文化支部书记)
i

邢蜀增(文化馆馆长)

杨兆星(文化馆文物专职干部)

杨承景(政协干部)·

徐振明(民政局干部)

顾问邱宣充(省文化厅文物处长)

马长舟(省文物志办公室副主任)

杨瑜(省文物志办公室副主任)

宁嘉兴(市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

许崇新(市文管会干部)

熊承周(西山区文化馆副馆长)



2

·文物志编辑组名单

主 编 邢蜀增 。

副主任 杨兆星
‘‘

编写人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 王云 +余秉清 杨云龙

杨凤岗 杨承景 徐振明

’胡绍锦 梁之兴 李祖明

‘杨兆星

摄 影． 杨光华

制 图 赵海林

责任编辑 王海涛



dk 脚

观音寺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大观搂

筇竹寺五百罗汉之一



√昆明市西山区文物分布图



序

西山区是历史文化名城昆明市的重要组成部份，地处滇

池西北岸，湖山秀丽、四季如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自石

器时代起，就有分族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劳动斗争，创

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这

些遗存是西山地区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光辉

纪录，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在全区人民轰轰烈烈投入改革和进行“四化”建设的今

天，我们编写这本《西山区文物志》，是为了继承前人遗留

给我们的这笔遗产；是为了提供这批文物，让人们深刻了解

过去、懂景未来，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是为了进一步开发‘

西山区，特别是开发西山区旅游事业提供科学根据，盛世修

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只有认真地完成好这一重任，

我们才能上慰祖先，下启子孙。

经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后，一九八七年一

月三日，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成立西山区文物志编纂委员会

的通知》，决定由毕辉副区长任编委会主任，杨溪、潘J番、

董嘉锐任副主任，邢蜀增、杨兆星、杨承景、徐振明为委良

邢蜀增兼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杨兆星负责编

写业务工作，并持邀王海涛同志担负全书的审订、修改工作。

《西山区文物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市文管会的

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省文物志办公室马长舟、杨JffP,】，志均

热情给予具体指导。区属各部、办、局的领导和同志们在文



物复查、采访、写作中给予通力协作，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资料有限，水平有限，。遗漏错谬必然不少，惟望广

大读者不吝赐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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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



凡 例

一、本志是以资料性为主，兼具学术性、科学性、知识

性的文物专业志。

二、本志上限新石器时期，下限到1988年1月。

三、本志收录范围：西山区境内国家级、省级、市级和

区级重点保护单位；具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各时

代、各类文物。社会流散文物一律不收。少数名存实亡而又

重要的文物．，文中皆有明注，以冀今后再发现。 ．

’

四、本志分三部分：序、凡例、概况为第一部分；文物

分布图、志文、文物工作大事记、表为第二部分；附录、附

图为第三部分。

五、本志志文部分按古建筑和历史纪念建筑、石窟寺、

石刻、墓葬、古代文化遣址分类。其中石刻包含碑碣和摩崖，

． 墓葬包含古今墓和革命烈士墓。每条志目按名称、地点、年

代、沿革和现存状况及持点五个层次记述，一般不作考证。

六、收录的碑文，原皆无标点，现有标点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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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况 。

(一)自然概述

西山区地处东径1 02 7437至1 03‘23’．北纬2d 25’毛15。20
7

之间，位于昆明喊区西北郊．东接五华区，南邻晋宁县，东

北与官渡区、嵩明县毗邻．西与安宁县．碌丰县接壤．北与

商民县fR连．迤六、瓦恭乡飞地．夹于南民晓内．濒lI缶滇池．

湖岸线长19．5公照．在滇池盆地西北边缘地·淞．J肜成；真池盆

地的山地形高味。境内山峦起伏．群山之中谈嵌蓿沙朗、厂

口、龙潭、明朗．海口等小盆地，滇池沿岸．地。’F士肥，·是

一个半lU半坝地区：山区面积占50．8％，坝区面积占49．2％，

全区总面积约11)82平方公{瞿
‘ ’

区内风摆山、打银【LI等源‘t二拱王山系，朵木山、祭天山

等源于鸟蒙llI咏．函山，玉案山、拱艘山、望海山等肜成昆。

明西面屏障．以接峰翠石奇．风景秀丽、名畦众多而闻名于

世，众山以风摆山最高．海拔2622米．其它峰岑一般在22f_)0

至25nO米之间 lh区平均海拔22f1(1米．多为红壤．坝区平均

海拔1 895米j全区林地j30260亩．森林覆盖率为23‘％．，福i匕

亚带．‘气候温和．坝f爰年il』均气温I．1．4 vCl．1|I-tL冷月平均气温

7．4 C，最热月平均气温19．6 C．山f爰随海拔升高．气温相

埘降低．年iI‘均气温l 2．1 C．最冷月iF昀气温6‘C，最热月

ili均气温1(；．．I(’，一·蹦’j”冬_}【三严。荩．眨无酩并”，全区年ir

!勺降婀{l 1 1 l 22’芒≈：．乡艇t{一i'ii l；⋯8月，山区铰坝区1：再跫fi!j



多。坝区无霜期226天，山区无霜期276天。坝区≥10℃积温

4490i3℃，山区≥lo℃积温3267．1℃。秋冬冷害和霜冻是本

区主要灾害性天气。

区内广泛分布着石灰岩地层，海口、观音山、双山一带

蕴藏着丰富的磷矿，明朗石英砂以质优闻名，谷律、新建、

富善、花红园有铁矿，妥排有铜矿，观音山、花红园、沙朗、

普吉，大兴等地分布有铝土矿，三多、云龙等地有小煤矿，

黑养母．红泥咀有耐火粘土⋯⋯。部分已开采利用，部分尚

待开发。

区内山地广阔，泉流纵横，临近滇池，螳螂川流经海口、

谷律。’经历代治理，坝区沟渠网布，据一九八五年资源调查

结果，全区每平方公里平均降水量为101．95万立方米，产地

下水5．64万立方米。全区年产水量34634亿立方米，．人均占

有水量2636．9立方米。近年大兴水利建设，前后兴修水库储

备灌溉；有着龙、三多、西北沙河、丰收、三家村、明朗等

水库，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

据一九八五年普查，全区有山地红壤1080653亩，占

68％，分布在海拔1830—2400米间，宜种荞子、马铃薯、豆

类及油茶，加工后可种谷物、玉米、油菜；紫色土174056亩，

占10．9％，分布在海拔1900—2100米问，适植水稻及旱地作

物；褐黑色土壤(俗称鸡粪土)98964亩，占6．3％，分布在

平坝及山区盆地、河谷，适宜种水稻、小麦、蚕豆、油菜；

棕壤15400亩，占1％，分布在海拔2400至2600米间，只宦

发展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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