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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文物志》编纂凡例

一、本志书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求实存真，突出地方特色，
体现时代特点，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时间，根据文物自身的情况，上限追述自事物发端，下限至2006
年年底。

三、文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其他辅之。采
用章、节、目的结构形式，首为概述、附录殿后。古生物化石收录于附录。

四、本志收录的文物范围包括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
葬、古建筑、历史文化名城(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
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重要史料价值的近
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
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具有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

五、本志收录的文物保护单位原则上以州级以上为主，对县级及其他，视其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择要而录，馆藏文物原则上以三级以上为主，其他择要而录。

六、本志收录的文物保护单位名称，使用公布时的名称。未公布的文物保护单
位，使用《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所用名称。馆藏文物已定级的使用鉴定名
称，未定级的使用文物博物考古界普遍使用的名称。

七、本志所收录碑文，按原文著录，并加标点断句，用括号注明原碑文行数。
对碑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一律改用标准简化汉字，对难以识别或缺损的文字，
采用“口”加以标明。

八、本志所用地名名称，使用现行标准地名名称。用历史地名a,-J-力n注今名。
九、本志中对文物的分期分类，一律采用文物界的定论；目前尚未定论的，采

用大多数人的观点或不同观点并存。

十、本志收录的文物，分类后按时间先后顺序记述。以记叙文体为主，兼用说
明文体。

十一、本志行文规范：用简化汉字行文。纪年：清朝及以前，采用历史纪年，
夹注公元纪年；自中华民国元年(1 91 2年)后用公元纪年。数字用法：以国家制定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计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名称
与符号》行文。志书中涉及到的人物一律直呼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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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东经1 01。47’一104。1 6’，北纬22。26’一

24。45’之间。地处云南省南部，北邻昆明市、玉溪市，东界文山壮族自治

州，西接思茅市，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毗邻，国境线长848公里。总面积

3293 1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88．5％，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海

拔3074．3米(金平县西隆山)，最低海拔76．4米(河口县南溪河与红河交汇

处)，形成红河州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特征。全州辖2市1 1县，总人口4063494

人，汉、彝、哈尼、苗、傣、壮、回、拉祜、布依等10个民族为世居民族，少

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5．68％，是一个集边疆、山区、少数民族为一体的自治

州。

红河州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红河是人类起源和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在

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j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和绚丽多姿的灿烂文化，

留存于世的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和少数民族文物丰富多彩。这些文物具有多

元一体的民族文化特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实物遗存，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和宝

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别具一格的珍品，它从不同领域和侧

面揭示了人类历史进程，凝结着人类祖先的杰出智慧和创造精神。

1956年2月在开远发现距今1500万年前的古猿化石，使红河州成为世界瞩目

的探索生命演化和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后来发现的河口孤山洞遗址、蒙自马

鹿洞遗址、个旧阿邦遗址等旧石器时代遗址和个旧倘旬标杆坡、建水燕子洞新

石器时代遗址，更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3万年前就在红河州这块土地上繁衍

生息。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红河先民进人了青铜时代，在红河州境内先后发现

了个咽冲子坡东汉冶炼遗址、新河公路古冶炼遗址、个旧石榴坝青铜墓地、个

旧黑马井青铜墓地、蒙自鸣鹫青铜墓地等遗址和墓地。这些遗址和墓葬出土的

造型别致、纹饰精美、图案生动的铜俑灯、铜三足四神盘、铜三羊盒、云南早

期万家坝型铜鼓等青铜器以及‘大量的生活生产工具和兵器等，是我国青铜文化

中最具民族特点和地方风格的文物精品。

红河州地处西南边疆，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直到20世纪中叶，各民族仍

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族人民创造了独特的

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互相促进。土司之问划地为界，在自我封闭的漫长岁月

纽万耐灰物泉一一



中，其服饰、礼制、建筑、生产生活用具，皆独具特色。如建水纳楼司署，就

是典型的土司社会缩影。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宗教、习俗等

方面的民族文物极为丰富，可以称为“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

红河州也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

同盟会领导的河口起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党就派出优秀的共产

党员到滇南地区宣传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工农革命运动。1 928年在蒙自查尼

皮召开了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李鑫、杜涛等领导开展的个旧锡矿工人

暴动，蒙自、屏边交界处的阿加依农民暴动等工农革命运动。后来又有由省工

委直接领导的弥勒西山起义以及由朱家璧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

队的卓越斗争等。在这些重大革命斗争中，都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革命遗迹和遗

物。 ．

红河地区开发较早。元明以后，建水、石屏、蒙自等地的文化已经和中原

地区不相上下，进士、举人的不断涌现，临安府(今建水县)、石屏州(今石

屏县)成为文献名邦。中原文化和边疆文化的交融，内地的传统建筑文化与边

疆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相融合，使民居建筑、寺观、文庙、古塔、桥梁、宗祠、

书院、历史人物故居、近现代史迹等等，形成了红河独特风格的古建筑文化。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

值的遗迹、遗物，它不仅是反映人类各个社会一历史阶段的实物见证，而且还凝

集着一个国家及其民族先民们的劳动智慧和传统精神。文物又被视为文明的标

志和民族的象征，因此，做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对宏扬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红河州的文物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到1985年红河州开展了

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以后红河州各级文物机构和文物干部队伍逐步建立，对

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也全面开展起来。目前红河州已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文博事

业框架，博物馆建设得到加强，州县文物管理所建设日趋完善，建立了一支有

83名职工(其中文博副研究员1 2人、文博馆员23人)的文物管理队伍。全州文

物保护管理工作逐步纳人法制轨道。建立了国家级、省级、州级、县级四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管理的完善体制，为依法对文物进行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法律

保障。

红河州现有由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247项，其中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1 0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4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26项，县、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1 77项。这些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于全州各地，有记录革命历程和重大

历史事件的遗迹和纪念建筑，有技艺精湛的祠堂、寺庙、衙署等古建筑，有集

雕刻、绘画、书法艺术之精华的石窟造像和碑刻题记等。它犹如一部宏大的实

毒既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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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史书，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红河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

生活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红河州的考古事业进人了一个

全面发展的时期，考古调查与发掘逐步深人和得到发展。主要的古遗址调查和

发掘项目有：河口孤山洞遗址调查、蒙自马鹿洞遗址调查与发掘、个旧阿邦古

文化遗址调查、个IB倘甸、建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个lB冲子坡、

新河公路古冶炼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建水古窑遗址的调查等。主要的古墓葬调

查和发掘项目有：个旧石榴坝青铜墓地、黑马井青铜墓地、蒙自鸣鹫青铜墓

地、红河牛皮寨青铜墓地、建水苏家坡火葬墓地、泸西和尚塔火葬墓地、蒙自

瓦渣地火葬墓地、建水苏家坡明清墓地等。另外，还对古建筑、民居、碑刻、

摩崖石刻、石窟、崖画、壁画、近现代史迹、少数民族文物等进行了调查。随

着国家经济建设力度加大和西部大开发，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旄建设，

开展了一系列文物专题调查。重要的项目有个(个旧)冷(冷墩)、鸡(鸡

街)石(石屏)、蒙(蒙自)新(新街)、红河大道(鸡街一蒙自)等公路沿

线文物调查，玉(玉溪)蒙(蒙自)铁路沿线文物调查，元阳南沙水电站和个

旧马堵山水电站水库淹没区的文物调查等。

红河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对境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维修，维修经费以各级人民政府筹集为主、

社会集资为辅，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8月，全州文物保护单位维修项目达

1 24项(次)，投人维修经费达7250多万元。

全州博物馆、文物管理所多年来征集和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出土

文物和少数民族文物1万余件，其中二级文物1 0件、三级文物296件，主要有青

铜器、铁器、陶瓷器、书画等，这些文物种类繁多、造型各异、纹饰精美，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红河州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得到逐步发

展，文物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文物场所对外开放，成为重要的旅游

景点。更多的被公布为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

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课堂。

20多年来，红河州文博事业从创业、发展、至壮大，经过几代文博工作

者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实施条例》的颁布，为依法保护文物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保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州出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文物工作日

益重视、全州文物保护意识明显提高的大好形势，为红河文博事业的稳步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红河州文物工作总体上是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必须坚持改

革开放，加大文物保护力度，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文

物工作的政策和法规，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为红河州民族文化大州建

设，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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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1年

蒙自、开远等县建立“民众教育馆”，内设文物陈列室对民众开放。

1 934年

7月泸西县制定《泸西县保存会拟具保管县境名胜古迹古物章程》。

8月泸西县制定《泸西县拟具对于军事时期保护名胜古迹方法简章》。

1 943年

泸西县在秀山开办民众教育馆，向社会公开征集文物。

石屏县举办文物展。

1 952年

1 956年

2月在开远县(今开远市)小龙潭煤矿发现10枚腊玛古猿牙齿化石。

1 958年

在大跃进运动中，全州境内收缴各家各户和各寺庙遗留的古代铜、铁质生活用具、佛

像、兵器、铜钟、铁钟等用于大炼钢铁，给各县(市)文物造成重大损失。

1 965年

2月建水县双龙桥被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云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1 966年

“文化大革命”扫“四旧”，查收一切古代遗留物，使州内大批文物惨遭毁灭。

1 973年

秋季石屏县宝秀山清代陈沆墓被盗，随葬品文征明《西苑诗十首》被盗墓贼丢弃，吴



营村干部李乔和发现后送交石屏县文化馆收藏。

1 981年

9月7日 弥勒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项。

11月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成立，编制2人。

1 982年

1月19日 红河州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时期设立的州级行政机构)公布弥勒县

虹溪石牌坊为红河州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5月11日 开远市小龙潭煤矿又发现一件带12枚牙齿的腊玛古猿上颌骨化石。

11月12日 红河州13个县市陆续开展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全州分三批进行，野外调

查时间各一个月。第一批个旧、蒙自、建水、石屏。第二批河口、屏边、金平、红河、元

阳、绿春。第三批开远、弥勒、泸西。

12月河口县在文物普查中，发现距今3万年前的桥头孤山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1 983年

1月13日建水文庙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云南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3月 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制作了80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下发各市县安装。

3fl 14日 建水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项。

4月14 El 蒙自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8项。

4月23日 河口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项。

5Yl 17日 弥勒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6项。

5月23日 石屏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ll项。

9月 红河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项。

9月 蒙自县曹子锡将祖传的曹士桂《宦海日记》手稿捐献给云南省博物馆。手稿校注

后于1988年8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曹士桂祖籍蒙自，曾任清代台湾鹿港同知。

10月4日个旧市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项。

10月13日泸西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项。

10月29日红河州人民政府公布第二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14项。

1 1月 开远市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3项。

1 985年

1月 在个旧市贾沙乡阿邦村调查发现阿邦古文化遗址，征集到晚更新世智人头盖骨一

个、牙齿化石4枚和骨质串珠20余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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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红河州百余件出土文物参加由云南省博物馆举办的《云南省文物普查成果展》。

4,．1q 17日 河口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项。

5月13 Et 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和弥勒县文化馆在弥勒县独家村调查时发现金子洞坡彝族

先民崖画。

5月红河州文化局和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编辑的《红河文物》专辑第一辑出版发行。

6月3日 建水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8项。

6月 在红(红河)石(石屏)公路红河大桥施工时，出土一批青铜兵器。红河县文化

馆征集到122件。

12月蒙自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杨烈昌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工作者”

称号。

1 986年

1月18日 红河州文化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筹备拍摄的彩色电影纪录片《红河文物》

开机。

5月17 Et 红河州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

大常委会关于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决议》。

10月 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编辑的《红河文物》第二辑出版发行。

10月28 Et个旧市人民政府公布《个旧市文物保护暂行规定》。

11月24日 金平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项。

1 987年

7月31日 云南省博物馆、个旧市群众艺术馆联合对个旧市倘甸乡石榴坝战国墓地进行

发掘。8月20日发掘结束。

10月15 Et 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建水为云南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

1 1月4日 个旧市博物馆成立，核定编制2人，与个旧市群众艺术馆合署办公。

12月2l Et 蒙自县的租界址、碧色寨火车站和瀛州亭、建水县的指林寺、朱家花园和

建水古窑址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云南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1 988年

3月至4月 中国文物保护协会在建水县举办古代壁画揭取培训班。四川、云南两省的部

分文物干部参加培训。

5月 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在个旧市举办红河州文物考古培训班，培训时间20天，培训内

容有古建筑维修、青铜器、字画、民族文物等基本知识。全州各市县文物干部、乡镇文化

站干部40余人参加了培训。



8月30日石屏县文物管理所成立，编制1人。

1 1月7日 蒙自县文博陈列馆开馆。同时，闻一多故居、闻一多纪念碑、闻一多纪念亭

揭幕。

1 989年

3月10日 云南省首次文物鉴定会在泸西县召开。

3月10日建水县文物管理所成立，核定编制3人。

5月23日 石屏县人民政府公布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项。

7月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和蒙自县文化馆联合对蒙自县鸣鹫青

铜墓地进行发掘。

8月23日云南省博物馆、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和蒙自县文化馆联合对蒙自县红寨马鹿洞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发掘。

10月1日 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在个旧红河州新华书店二楼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四十周年红河出土文物展》。展出出土文物150余件，展出时间10天。

10月21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个旧市博物馆联合对个旧市卡房镇黑马井东汉墓

地进行发掘。发掘历时一个月。黑马井东汉墓地被评为1989年云南省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1月 建水县文物管理所王保明被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云南省文化厅授予“云南省

文物安全先进个人”称号。

12月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和建水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建水县燕

子洞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

1 990年

2月 《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卷》红河条目编写完成。

3月24日 中共红河州委办公室、红河州民委和红河州文物管理所举办的《红河州苗族

民间工艺展览》在个旧市工人文化宫展出。展期10天。

5月10日 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鉴定组先后到弥勒、开远、建水、蒙自、个旧、

石屏等10个市县进行馆藏文物鉴定。

9月24日 建水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3项。

9,1q 29日 《红河州苗族民间工艺展览》在云南省博物馆展出。展出实物和照片近300

件(幅)。

10月29日元阳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项。

1 991年

1月1日 个旧市博物馆举办《个旧市建市40周年出土文物展》，展期一周。展出出土

文物100多件，观众5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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