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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志书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曲靖市现今保存的文物状

．’况，并包括记(大事记)，图(实物照片)，表(附表)，录

(附录)几个部份。是一本较完整的文物专志。编者开宗明义指

。出。 “系统地，完整地介绍曲靖市的文物古迹，正是保护国家文

一物，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第一步，这也就是编

j写本志的目的和意义”。这是十分正确的。保护文物古迹，贯彻

国家文物保护法，这是政府重要的文化职能。保护文物，就是保

存我们这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见证。曲靖市

．丰富的文物古迹’，证明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同胞为丰富

中华民族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

· 地区如果轻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看不到由民族和地方文化培养的

精神力量长期的、稳定的作用，这只能阻碍自己的进步，文化毕
’

竟是事业前进的纪念碑。中国史书之多，是举世闻名的。现在研
。 。

一究国家和地方历史，当然是为了证实已被阐明的社会发展规律，

探讨国家和地方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特有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历史
· i学的定义和研究宗旨。这方面，史学家已卓有贡献。十年来，整

一 个国家在社会改革中不断前进，也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它

吸引人们更多地关注深深扎根的，由传统的文化培养的民族精神

在政治，．经济及其他一切领域改革中的作用。改革愈深入，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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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就愈加明显。因此，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祭
补过去研究的不足，就显得十分重要。当然，达不是文物志书的

编写宗旨。志书“记而不作，述而不议纾，它只是把文物的发

生，发展、演变、结果如实地记叙下来。(《111t靖市文物志》只能．

为研究曲靖历史提供工具，有助于将来修正和完整曲靖市历史系

列排列。但是，研究曲靖这个地方的传统文化，探讨由这种传统一

文化形成的主要地方社会特色，这本文物志叙述的一切，是研究。

工作的重要依据。我想，这也是编写本书的又一目的。

．。翻开本书，读者可以看到，曲靖市现存文物古迹十分丰富。

从古文化遗址到近现代文物史迹，保存比较完整，门类也很齐

全。有的文物古迹价值很高。珠街八塔台古墓群的发掘，为探讨

、“夜郎文化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夜郎文化黟的研究是古文

化研究的一个难点。曲靖是滇省与祖国内地交通的咽喉，八塔台遣

物，古秦道遗址都使人们感觉到中原文化的早期影响。这种影响t

的结果，使曲靖地方文化很早就与中原文化联为一体，并有自己

的独特色彩。本书记叙了大量的古石碑刻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

《爨宝子碑))和‘((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众多的碑刻文物，

从·个侧面反映了扎实的地方文化根基。保护好这些文物古迹，

是一项重要任务。从这本书的记叙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级政府对文

物古迹的保护是积极的。国家、省、市三级保护的文物(单位)，

基本上得到较好的保护，这是值得庆幸的。有价值的文物古迹既

是吸引人的观光点，又是激发人们情感的地方。加强这方面的工

作，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

在曲靖市，编纂文物志书，是“前无古人刀的事业。这本

《曲靖市文物志》对现存文物的记叙还算完整、准确，分类排

列比较合理，科学。这一切的基础是长时期的、大量的发掘、

普查和收集工作累积的。曲靖市文物普查工作断断续续已经五，

六年，二十多位同志几乎走遍本市村村寨寨，他们的事业是用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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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浇灌的。主编范利军是一位从大学毕业不满十年的年轻人，任

职市文化馆馆长，全书的编写只能加班在白炽灯光下。我看过这

本书的几个稿本，每一次翻阅，都令我肃然起敬，感激之情，环

，绕心间，对比之下，自觉惭愧。
．

孙映三

一九八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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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努

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物作科学和准
确的记述。 r

’

二、本志的收录范围
1‘

。

1．具有一定历史和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城址、古墓葬

(群)、古建筑、古代交通设施，石碑刻，摩崖。

． 2．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

3．近现代重要史迹

4．馆藏各类文物，如瓷器，字画等。

5．名存实亡文物、尚未定论的遗址，古代志书、古生物化

． 石，风景名胜区等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资料作用的遗迹、遗物收

入附录。。

三，本志体例采用方志体例，分为序，凡例，志、记，图

(表)，照片和附录七个部分，志中分为章，节，目等。 ．

四、本志分为八章。第一章概况，总括自然地理，建置沿

革、文物分布现状。其余各章则按遗址，遗物的类别进行编排，

章下再依小类分节，节下按时代先后列目。馆藏文物单列一章，

分类著录。附录收录文物大事记等内容。

五，本志志目按名称，位置，特点及其价值、历史沿革与现

状，年代等内容叙述，但不拘于秩序先后，文字力求简明，内容

文图并茂。

， 六，本志收录的内容时间，基本上止于一九八六年，有的根
据需要适当延长。 ．

七、凡引文皆在每页末注释。 ．

J‘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羹宝子碑》

‘段氏与三十七都会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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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窟坑洞出土炭化稻

“定南侯参军彖” “岩上岩下长官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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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文物。字画

馆藏文物。瓷塑



曲靖市交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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