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谢本书李江 / 副主编马颖生

• 

a..r 

... 

第@卷
，、

... ‘ 

‘ (þ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主编谢本书李江 / 副主编马颖生

e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 Il ll an Un ivcrsÎ l Y Prcss 



图书在版编自 {CIP 1 数据

昆明城 dJ 史第 l卷 / 谢本刊，李川 t纵 -2版 -L~ 
明·云南大学 11\版料 . 2009 

ISB~ 978- 7- 81112- 955- 7 

[ . Lol.… . 11 ①谢… ②李… 1lI 城市史- [ol.可JdJ IV. 
K297. 11 

中 rJil版本图书馆CII'数据核~( (2009 ) m194259~J 

yjþ. 

责任编辑:李兴和

装帧设计:刘 雨

昭告:L
主编谢本书 李 j工 / 副主编马颖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 昆明佳边兴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HH0111 J11 X 1230111 J11 11.12 

~n ~lf: 15.75 

字敖 3R1 斗

版 次 20()9年 1 2 月 第 2版

印 次 2()()9年 12月第 1 ì.立印刷

书号 ISßN Y7H-7 日 11 12-955-7

定价 .15.()()元

社 址 ·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川 l

电话 ( OR7 1 ) 5033244 503107 1 

网 iJ!:: http: / / www. ynup. cmn 

E-mail : ma rket@ ynup. CO J11 



《近代昆明城市史》

编辑委员会

主任 j王廷琛|

国主任 高发元， 章振国 马力

谢本书 李江 张那乌翼

朱宝琛尹铭

编辑部

主编谢本书 李江

副主编马颖生

撰稿谢本书 李江 马颖生

曾秋月 寥昌强 袁国友

谢家放字应军何明

赵主德



《近代昆明城市史》

再段编辑委员会

主任仇和

副主任张祖林拇运翔

编委葬红边张建伟曾令街王秀江

谢本书李江马颖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版前言

再版前言

、

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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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传两千多年前，楚将庄舔就筑直兰城:汉代筑

谷昌城;但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当自南语筑拓东城开始:此后大

理国时期筑了蕃离城;元1-t赛典赤把云南的省会中心从大理迂

至昆畴，建起了"壮商的大城"一一中庆域，使昆明首次成

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明代，沐英等将领人革后，

筑起了周围 9 里、高 2 丈 9 尺的云南府域，当时己很繁华:清

代在明代所筑蔚域的基础上，先后对该城赣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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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建设需要，开始拆除域墙，建设新奇区。

1931 年，言修环绕昆晓域的"长莹万零五百荣拾公尺，车道

宽三丈六尺"的环城公路。

1941 年，市区新辟靖国薪村、复新村、吴井薪村等住宅

区。到 1949 年，昆睫城区面积 7.8 平方公里，人口逾 30

万人。

中华人员共和盟成立后，城区按总体规娼的要求，一面改

造i日域，一面开拓新区。 1951 年拆除了护国门至匮通出长约

1 7∞米的域墙，利用或砖修建下水道、弃土填原护城河(吴

水湾) ，修建成青年路 1952 年，拆除近百公园至小西门长约

13∞多米的城墙及钟楼一座，并同时陆续拆除大西门至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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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城墙 1955 年挥除小西门至大西门长约 8∞米的域墙。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形成了城区一一近郊工业小城镇一一远郊

工矿区和各县城镇三层结构韵布局。城区保持着五华出、正义

菇、三市街中轴线秸东寺塔、西寺塔、大德寺豆豆塔、大理国经

罐、囡通寺等名胜古迹。此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中，虽有新的建设，但昆明老域总体变化不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昆明以

前所未有的崭薪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今日的昆明域:

高楼鳞次柿比，绿荫遍布全城;道路纵横交错，立交巍然

耸立:泻道逐年变清，新域多姿多彩。

到 2∞8 年，全市国土面积21011 平方公里，人口 623 万，

昆萌市区建成区面积 249 平方公里。成为期名遐远的宜居城市

租族游域市。徨距建设现代新昆明的战略自标还有差距。

2∞3 年，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昆明市委、市政府高

瞻远瞩，提出了建设现代薪昆明的战略思想，围绕滇边一湖图

片，建设呈贡新城。经过几年时间的奋斗，现代新臣费建设取

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根据党的十七大、省委八届四次全会、市

委第九次党代会和国次、五次全会精槽，昆明市紧扣建设现代

新昆明这一中心，围绕富民、强市两大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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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快建设富强昆明、活力昆明、文化

昆明、生态昆境、有谐昆费。决心通过 5 -10 年的努力，将现

代薪昆明建设成为，以"一湖四环"、"一期四片"、"一城西

区"为载体，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必，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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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为标志，三大援块协揭发展，集海光出色、、滇池景观、春

域薪姿，融入文景色和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森林式、环保型、园

林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原黠滨特色生态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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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一宏伟吕标，我们肩上担子还银重，还有很长的一

最路要走，要搞好壤市规娟和发展，必须懂得建城历史。我们

应该市历史学习，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在此种背景T，读一

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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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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序

李江
、

中国近代域市化进程可上翻至 1840 年。今天，现代都市

文费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但同时亦为域市病房深深

菌拄着。于是，人妇在对壤市住陪题进行多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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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且将自光投向我ff1自己的城市的历史，力

围J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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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否史的本质在于现实。城市史学从史学母体中孕育雨

生，并以其特有的视角、强烈的褒实惑而在史苑强树一帜，被

列为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昌，取得了丰硕的或果。

历史上，昆明曾岱造了光辉煌烂的文明，成为饮誉遐远的

文化名域。 19 世纪 70 年代后，根撞于中国大地的昆明，尽管

在风雨中步履蹒跚地走上了近代化的王震辛历程，但其城市基本

功能仍不断强化，或为全省的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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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萌英姿勃发，城市化跃迂到一个新提水平，吸聚

力显著增强，辐射区域大为拓展，在盟内外的知名度迅速提

高，综合实力建全国省会壤市和大城市前列。昆明的城市化雳

程，既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也有历史的挫折租教训，值得

我们认真加以总结。鉴往知来。时代呼唤我们对琵晓城市化部

题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昆明市人民政蔚的重视和关

-1 一



怀下，由琵明市培方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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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世了。它是迄今第一部

深入研究昆费城市化历史的学术专著，是昆明壤市化研究迈出

的可喜的一步，值得祝贺。

《近代昆明城市史》力图突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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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的路络。编撰者中，有年近花甲的史学前辈、年富力强的中

年研究者，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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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专。老中青携手，多学科联娃，使得该书既有"史"揭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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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壤市住历程历历在巨，其所

昭示的问题，发人深省。《近代昆萌城市史》的问盘，不仅具

有学求价筐，也有其裂极的现实意义。

当然，首创之作，不足之是在所难免，比如体倒不尽统

一、有的论证不够缤密程深入、比较研究不足等。这些都有待

编撰者继建努力。昆明城市化问题是一块韧垦的沃野，除了史

论方菌，还可从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等角度

作深入的开握。"桂花香时好风采。"昆明壤市迈向 21 进纪的

步伐，一定能为这些新的研究领域送来更多法部芳香的"桂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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