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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官渡区支物志

‘

昆明市官渡区

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印

·--JL)k三_年十二月



编纂委员会名单
‘

．

主任董先问(昆明市官渡区付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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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云(昆明市官渡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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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高有清(中共昆明市官渡区委宣传部付部

长) 一

马长舟(省文物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

秦鸿恩(昆明市官渡区文教局文化股股

长)
’

李光汉(昆明市官渡区文化馆付馆长)

主编·濮 云

付主编 马长舟李光汉

文物志编写组成员

． 李光汉(组长)
、

许从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丁荣(昆明市官渡区文教局工作人员)

周亮(离休干部)

李锐(退休教师)

图片制作敬明昌(昆明市官渡区文化馆工作人员)

制 图 白文祥(省文物工作队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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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为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郊区之一，地处高原湖泊滇

池的东北岸，自古以来，各族先民就在境内蕃衙生息，留下

了他们的遗物和遗迹。

一九八二年我区进行了文物普查，落实了具有文物价值
的古代文化遗址六处，古城址两处，古代墓葬和革命烈士墓

三十四处，古代建筑五十九处，历代碑刻一百六十余项，征

集和采集文物标本百余件，拍摄照片近千幅，积累了文字资

料约二十万，基本上摸清楚了我区文物分布的情况和特点。
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各族先民的勤劳和智慧的结

晶，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烂灿文化的一个部份。通过工

作，不仅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唯物

主义教育，这些历史文物能够历尽沧桑保存下来，十分不

易，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将它们保护好，另一方面要将它们

的现存状况如实地记录下来传给后代，这是我们的历史责
任。

根据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省文化厅和昆明市文物管理委

员会的指示精神，区委和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编写《昆明

市官渡区文物志》，为此成立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由董先问

副区长任编委会主任，下设编写小组，具体负责编写工作。

c编写文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充

分占有资料，科学地进行分析，以记录现存文物为主。我区

文物志的编写目的，是为了运用我区的现存文物向干部群众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给以后的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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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宣传、教育，科研，出版等和各

方面的工作提供资料，总之，就是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

本书收录的范围如下：1、各级政府已公布的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现存比较完好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和科

学价值的遗址，墓葬，建筑、碑刻以及出土、传世的文物，

‘3、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

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

物等；4、为了积累资料和方便今后工作，本书还收录了一

些必要的图、表、文物工作大事记及附录。收录的时间，上

限起自旧石器时代，下限迄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一但有

少数志目因具体情况需要，也简要提及了解放后的情况。

本帛的体例，‘从我区文物实际出发，’采用了分类志与通

志相结合的体例，计有概况，古代文化遗址，古代墓葬与历

史入物墓、革命烈士墓，古代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水利设

施，古代交通设施，碑碣与石刻、石阙，收藏文物，表，文

物工作大事记及附录十一类。分类之下则按时代顺序编排，

以求历史脉络清楚。这种体例，充分反映了我区现存文物中

碑刻、古代建筑，水利设施和古代交通设施在数量、价值、

重要性等方面的特点。

志目的内容一般包括名称、位置、年代、文物特点及其

价值，历史沿革和现存状况五个方面，叙述时则不拘泥予它

们的次序，要求以资料性为主，力求在编写中做到资料

性，科学性和知识性三者有机结合。在文字上，采甩记叙

体，以语体文为主，对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选择一说，或

两说并存，_般不作考证，尽量采用已有学术成果。碑刻等

因限于篇幅，只选录部份原文摘要。文风力求统一，因系数

人分头执笔，虽经努力，仍难免有不一致之处o ’一

《昆明市官渡区文物志》的编写工作，是昆明市文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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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确定的试点，一开始就得到省文化厅、省文物普查

办公室、省博物馆、市文化局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市文
管会派许从新同志参加编写工作，继而、又为省文普办列为

县级文物志的编写试点，并派在此之前即己帮助我们工作的

马长舟同志参加编写工作；此外，胡绍锦同志为志书撰写了条

目，胡振东、熊瑛、邱宣充、马萌何、杨蚧、张兴永、阚勇，顾

峰诸同志为志书提供了资料和宝贵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
感谢。 一

．

’

《昆明市官渡区文物志》的编写分工是：概况，古代文

’化遗址、古墓葬和革命烈士墓，文物工作大事记部份为李光

汉同志执笔；历史人物墓和碑刻部份为许从新同志执笔，古
代建筑部份为周亮同志执笔；古代水利，交通设施部份和表

·为李锐同志执笔，收藏文物部份等为丁荣同志执笔，马长舟

同志则担任全书的修改和审订工作，并撰写了少数条目。

文物志的编写是一项新的工作，其内容、体例和方法等

都处在摸索阶段。限于时间和我们的专业和政治理论水平，

书中错误和不足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昆明市官渡区文物志编纂委员会

．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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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概述
』

。

n、 f
‘

’官渡区为昆明市属郊区之一，辖地从东：南，北兰面拱

卫省会，并与五华、盘龙两城区相接，且依次与市属之宜

良、呈贡和嵩明为邻，．西南则滨临滇池，同西山区隔水相

望。全区面积为一千零二十一平方公里。 。
，

。

、，境内地形有高原坝子(盆地)、丘陵和高山，西南部为

沿湖平坝，约占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五，丘陵位于中部，

高山则分布于北部和东部，两者约占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

五。 。 二

’

‘

山脉源子云岭山脉东支的乌蒙山脉，由西走东，入嵩明

县境，是为滇东高原的梁王山(又名东葛勒山)山脉，一官渡

区境内之山即系此山脉的分支，大多为东西走向，山脉中较

为著名的有金马山、鸣凤山、祭虫山，。松华山，陋山、跑马

山，凤凰山等，其中的金马山，位于区治之东， “与碧鸡山

东南西北相对"①，山上有神祠， “自汉界入蛮路出此山

之下"②，为南诏拓东城东方之门户，凤鸣山，在今昆明东北

十公里，原名鹦鹉山，明代云南巡抚陈用宾改为今名，．拓且

称其山光灵爽，境物蒇蕤，九龙奔朝，双凤翔舞"⑧，山以

铜铸金殿”而名闻遐迩。祭虫山虽因祭虫祈祷兔生虫灾而得

名，但实为境内兄弟民族一一彝族支系撒梅人每年一次歌舞
’

· 1

l 、



l

弹唱的聚会之所，松华山地当三JIl水口，山青水秀，陋山，

又名蛇山，位于西境北部，其山形如“丹崖翠嗽，蜿蜒而

来，势若鸾停鹄立，，④，此诸山以形胜居境内各山之首。北

郊、东郊之高山地区，森林茂密，覆盖面积约占山区的百分

之六十。
。

区内主要河流有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和宝象河。昆

明坝子古有六河，官渡区即有其四。此四水大多发源于境

内，蜿蜒曲折，而注入滇池，其中尤以盘龙江水源最为充

沛，流域面积最广，不仅是滇池主要水源之一，而且灌溉之

利亦为四水之冠。滇池位于我区西南，为省内第一大淡水湖

泊，湖之“酉=；{堡为蕈迄，左直左丞渔，甚理上亡王狂厂存似

刽煎2．丝旦鎏迪?⑤o面积约三百平方公里。湖水白海口入
螳螂川经普渡河流入金沙江，此袭夺现象据省内北高南低之

地形颇少见。其对沿岸农田灌溉，调节昆明坝子气候，沟通

沿湖地区交通运输，都起着重要作用。滇池沿岸，湖光山

色i风景优美，向有“高原明珠"之誉。’ ．

，．
，

区内气候，由于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又滨临滇池，故而

温和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仅摄氏十四点七

度，最高亦只三十一点四度，最低则为五点四度。年降水量

一千零一十四毫米，．日照为二千四百四十九点九小时，每年

的无霜期长达二百八十五天，故随昆明同享“四季如春"之

美名。． ‘t‘j．、’，．+j
』

．

、

， ‘-

，境内共有人口四十兰万余人⑥，其中少数民族一万六千

余人，，主要是彝族支系的撒梅人和子君人等，前者有一万二

千五百余人，居住予东部丘陵地区的今阿拉公社及双龙，板

2

J／，，，0。。
、



’桥公社内，后者人口较少，有二千七百余人，聚居于西南部

坝区的今矣六公社子君大队各村落。此外，尚有苗，回等

族。 ’． ： 。．． ．

，

．

，_-_———一

，注释l。 ．

①②向达《蛮书校注》卷二，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一

．I舨o ，’

：

。

⑨④⑤续修《昆明县志·方舆志二》。。
。

．矩)人口数字系一九]k--年底的数字；气候，森林等，据

。官渡区统计局一九八，年资料o 。，。． ：‘

’ ’‘

2， 建置沿革、一 、，

’
一 ／

。 ， 、
●

．．．．我区境内正式建县，是元代之事，为时较短。在此前

j后为昆明之辖地，只是名称随着各个时代政权不同而有变

．异a，：·
·

．’，
、

，+：：一’j
：

。

远在战国之前，云南地方志乘皆认为滇(包括今昆明)

系梁州南境，或梁州缴外之地，惟据《新篡云南通志》考

，证，以为“滇在梁州境内，稿然无疑”o战国时，楚国庄踽

一王滇之后，属“滇国地"①。 -，’ ，，

．

西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l O 9年)因“滇壬降

汉，置益州郡”②，辖二十四县③，其一为谷昌，今之官渡

区境当在其范围之内，．东汉因之，仍名谷昌。蜀汉时，县名

仍旧，但改隶廉降都督统辖之建宁郡。西晋因之，惟建宁郡

1则为宁州所属。东晋隆安年间设立晋宁郡，谷昌为其所属。南

，朝时，宋，齐皆因之≯“梁、陈以后为爨氏据"④，隋初置

。昆州，、即今昆明。唐时以今昆明地建益宁县，隶昆州，并为



州治；属剑南道辖之戎州都督府a 1r．‘ ：。' ：一：
’

’’

开元=十六r南诏并五诏为-ro‘南诏赞普钟十四年(唐
。

．

代宗广德二年，即公元764一一765年)，阁罗风命其长子凤

伽异于昆川置拓东城⑤， “既而改称善阐府"⑥，，属于六节

度之一的拓东节度。五代至宋大理末因之，仍称善阐府。

元代在今昆明地置昆明县。初，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
。

1274年)，设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宪宗五年分善阐为万户府四，

至元十三年改善阐为中庆路⑦，．昆明为其辖县之一。至元十

二年改置善州，领县二：昆明和官渡，其中官渡县治在今官

渡：后州革，旋又并官渡县入昆明县。明代初，改云南诸路行 。

中书省为云南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公元i382年)改中庆
”

路为云南府，县仍名昆明，并为府治所在。其时，昆明辖有

左、右、中、前、后五所及广南卫。清代改明云南布政使司

为云南省，云南府和昆明县名称、隶属关系与府治均仍旧。

县之下，以城郭外地原分为二十五里六卫，其中的官渡、

春登、珥琮、致恩一和二、曰苴、板桥、大b和小b等里即

今官渡区辖境的一部份。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绪年间改里为

堡，初时分为四十八堡i后又并为四十二堡，其中的官渡，

永福、珥琮、阿角、前卫，西岳、普自、望城、螺蛳、矣
’

苴、严家、雄川、大树、敷泽、小庄、坡罗、马金、小坝、板

桥，长坡，莲花和永丰等堡，亦在今官渡区辖地之内o ‘

．

民国十七年设立昆明市，以城内之地为之，城外仍为昆

明县，辖六镇十乡，其中的蓬德镇、珥琮镇、官渡镇、龙泉

镇、板桥镇和三合乡，义和乡-云卫乡，东坡乡，仑竹乡、

普自乡、松华乡共五镇七乡，均属今官渡区范围o

4



解放以后，今官渡区境之大部份仍为昆明县属，并一度

划归武定专区。一九五三年废昆明县，并入昆明市，今官渡

区亦在其内，成为市之东部郊区，县原辖之第五，六，七，

三区分别驻官渡，大板桥、波罗村j一九五七年以五，、六两

区合并建立官渡区，区人民政府驻官渡，七区改为龙泉区，

仍驻波罗村·一九五九年废龙泉区并入官渡区，区人民政府

迁驻关上。一九六二年，以嵩明县之小哨公社划入，遂形成

今日官渡区的规模。此后的区划未曾变动。，√． ．

官渡区现辖农村人民公社十五，集镇街道办事处四，生

产大队一百三十五、自然村落六百一十七。人民公社有福

海i前卫、’六甲、．先锋：矣六，云溪，金马、联盟、阿拉。：

板桥、龙泉、‘小哨、小河t。双龙和双哨，街道办事处有茨

坝，小坝，关上和牛街。‘ j：+，、： 。一．!‘ 0

注释： 。 √ |r；
‘

，①④⑥续修《昆明县志·方舆志》卷一。“．

'．②《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初稿)i9I页，云南人民出版

社，一九七七年o·’．．．：。‘．．o‘ 。’’，。。

，③((汉书·地理志》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楼影印

j匕宋刊本?但《云南各族古代史略))208页益州郡下作二十

三县，缺来唯叠．-．～，、、： ’i，：；’，’ ．?一+

a．

j ，⑤见《南诏德化碑》和向达《蛮书校注’麓卷六，中华书

局j●九六二年一版，：- ．．j 。o．o i¨．．i’

√⑦<<元史一?地理志》‘’．：·：。．一j，：’．，．：一： +j

。：1⑧圃⑦，．又绫修忒昆明县志J．。方舆志一》转引。《明_统

志》·一．’：÷：t F．’_ti．：，’：’．√：i：z，：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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