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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在盘龙区文化方面的几本志书中，文化志是最后一本成书的志书。在撰写本书的过程

中，撰稿人员多方收集整理材料，省、市有关方面的专家精心参与，特别是省志副总纂李孝

友、谢本书，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向翔和省民族艺术研究所副所长黎方等专家的帮

助指导，使这本文化志书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一定的质量完成，这里确实要感谢以上同志

的辛苦和努力．‘ ．

在盘龙区各个部门所修的诸多志书中，这部文化志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志书。文化本身

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而且反映得更生动、更形象、更多姿

多彩。盘龙区地处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昆明市的中心地区，昆明市又是国家首批公

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所以，盘龙区文化志所反映的盘龙区域内的文化发展状

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昆明市的文化发展状况、反映出云南省的文化发展状况。再

加上本志书反映出来的浓厚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我相信，《盘龙区文化艺术志>

的参考价值及其意义，一定会远远地超出盘龙区域的范围。 7

．。
，，

修志是为了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经济必将大发展；随之，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也将得

到大发展，盘龙区的文化事业将更加绚丽多姿，到那时候让我们进一步大书特书吧! ．

林公客

1992年10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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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势在必行一，盘龙区文化局在协同配合编纂《盘龙区志)的同时，组织力量

征诸文献、广搜资料、采访故实、调查口碑、严加考订、捃其菁华，着力纂辑，历时五载，三易

其稿，终于完成三十余万字的《盘龙区文化艺术志：}，现已奉献在读者面前，谨表祝贺。披览

斯篇，深感编纂之指导思想明确。不是为修志而修志，注意到“非饰美观，将讲求实用”，就

志书的编纂而言确实体现了“志往昔之盛衰以为法鉴，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特别是本

着“立足当代，回溯过去、放眼未来、略古详今、寓述于评、求实存真”，实事求是地回顾了盘

龙区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轨迹，进而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记述事

件及人物，这样就使志书展现了思想性与时代性。

在体例结构上，编纂者把握住以“概述”开篇，以“大事记”提纲挈领，以“事业综述”为

主干，以“人物专记”作补充，以“附录”殿后，前后相续，有头有尾，符合义以例起的原则，这

样使志书比较“归体”，既不是文艺理论那样的教科书或文艺改革的宣传读物，也不是文学

艺术史一类的著作，而是具有文学艺术专业特点及地方特点，乡土气息浓郁的“一代致用

之书”，“全区文化艺术事业之总览”。 ，’ ，

志书通过对文学，戏剧、花灯、曲艺、艺术、图书及群众文艺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记述，

充分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盘龙区文

化艺术事业的各项成就，既理顺了发展的脉络，勾勒出主要的轮廓，也突出了各阶段的特

点，从而达到了对全区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历程中若干带倾向性、规律性经验的总结。

综览全志，可以说《盘龙区文化艺术志》是一部编纂得比较成功的专志，之所以称其成

功，乃在于立场观点正确，资料搜集宏富翔实，组合比较严密、得体，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堪称是文直、事核、求实、可信，并熔资料性、地方性、时代性、科学性于一炉、剪裁得当编纂

有法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它既为人们全面认识盘龙区文化艺术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

丰富的资料，也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改革，繁荣全区文艺事业提供依据。总之，它不仅服务当

代，也将典垂后世，嘉惠士林及学人。

当是志印制成书，首发行世之际，为永志区党、政领导对编纂工作的重视与支持；编纂

人员黾勉同心、辛勤秉笔之劳绩，是为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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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本|：盘龙区文化艺术志)十分高兴，满足了我多年来进一步了解昆明文化的渴

望。虽然它涉及的是盘龙区的范围，但过去对昆明文化种种感性的、散漫的、肤浅的认识和

理解，却从这本用严格的志书体例，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归纳起来的专业志书中的得到

了深入和提高．

任何一本志书，都应具有为其它志书所不可代替的特色，否则便失去了编纂的意义．

而这种特色的获得，又不是凭空编造而来，它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方

法，从不同事物的不同个性中开掘出来。<盘龙区文化艺术志》的编纂者们，正是从丰富的

资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抓住了盘龙文化的特点，在这本志书中作了充分体现。，

盘龙文化是有特点的．与省内各地、州、县相比，它具有城市文化的特点；与国内别的

城市相比，它具有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它是一个省会城市，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的首

善之区，它又具有中心文化区域的特点。
’’

．

城市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它的参与者及接受者都是以城市居民(包括工人、干部，学

生、商业人员等)为主体，文化的内涵及载体都是按照他们的需要而充实和设置的。如志书

中所开列的星罗棋布的街道文化站，各种艺术团体、创作机构、图博、娱乐设施及各类展演

场所，汪洋大海般的文化市场等等，无不体现着城市文化的特点。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昆明在西汉时期，就有“文成颠歌”的记载，日：“颠，益州颠

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颠与滇同也．”(司马相如《上林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

同滇池文化的交流渐次频繁起来。有记载说：。丞相亮征孟获入滇，滇人未知琴，亮居南尝
’．．．．9．．——’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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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之，士人有愿学者，乃为著《琴经>一卷，述琴之始及七弦十三徵之音意，于是滇人始识鼓

琴。”(明·谢肇制《滇略·杂略>)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

在大理一带，但是昆明地区仍不乏关于文化艺术活动的记载．如大和六年(公元832年)．

“骠国《献乐颂》以献”，“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拓东一．“拓东”即今之昆明，这说的是南诏王

劝丰{右掠夺骠国人三千迁于昆明，骠国人还献了一部《献乐颂》给南诏．元代开始，云南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昆明(当时叫“中庆路”)，有一首诗提到了昆明的歌舞活动：

“升歌永齐商，琴瑟散宫徵，共言唐法曲，岁久复沾滞。一(元·文距《题中庆庙学壁》)明清以

来，以昆明为中心的文化艺术活动更为频繁。明代文学家杨慎被充军到云南时，也有一个

时期活动在昆明，既著述诗文，也从事戏曲．明末，大西军进入昆明，于己丑年(1649)元宵

。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醇三日，金吾不禁一(《明末滇南纪略》)，堪称一时之盛况。清代中
叶，外来声腔昆、弋、楚、秦等腔的逐步地方化而成了滇剧，可以说滇剧是中原文化和滇池

文化相融合的产物，而昆明却起了摇篮和活动中心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是大后方，

昆明更是聚集了许多知名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大量很有价值的学术科研成果都是从这

儿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许许多多重大的文化艺术活动，更增添了昆明这一历

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以上的一切，在这本志书的“概述”，。大事记”等章节中都作了如实

的记述，处处透露出一派文献名邦的风采．

昆明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一个全省的首善之区，它的文化艺术活动必然会对全省起到

先锋、示范、指挥的作用。不管是文学、艺术、电影、出版、发行等等，这本志书都开章分节地

对以上作用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这里有一个问题：构成昆明城区的不仅是一个盘龙区，还

有一个五华区；同属城市文化，是否二者之间的特点完全相同呢?不尽然。如在行业布局

上，盘龙区处于昆明商业区域中心，五华区则是大专院校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地理位置上，

火车南、北二站、民航售票处、昆明东南向的大型客运站都在盘龙区内，盘龙区实际是通往

内地的门户，五华区则是通往滇西各地的门户；还有，从历史上沿袭发展下来的文化艺术

形式、文化艺术设施等等，两个区也是互通有无、各显所长．这本志书好就好在始终紧紧抓

住属于盘龙地域的文化活动做文章，如滇剧的形成和发展，同清代初期和中期陆续入滇的

外来班社有关，这些班社又相继修了乐王庙和老郎宫作为祭祀和聚会的场所，而乐王庙和

老郎宫都在盘龙区域内；又如原属城镇文化的曲艺场琴，自传入昆明后一直深受昆明市民

的喜爱，1956年后这一形式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剧种——曲剧，并相应建立专业

剧团——昆明人民曲剧团；而这一剧种和剧团的诞生，也是在盘龙区域内，是盘龙区广大

＼市民和党政领导及曲艺工作者哺育培植起来的一朵鲜花。类似以上的例子，编纂者们都一

一加以重点记叙，因而使这本志书在众多地方志书中独具色香。

祝《盘龙区文化艺术志》出版发行l祝盘龙区文化艺术事业更加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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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则，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反映盘龙区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图鉴古

知今、继往开来．
●

●

’

二本志取事，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存真求实”，突出反映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盘龙地区文化艺术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断限时间，上限因事而鼻追溯到有

记载的年代，下限一般止于1988年；为保持史实的完整性、系统性和连续性，个别事物视

情况适当下延．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传、录等体裁，关于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分不宜合玎

的原则，不设专章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各章节中． ．．

四本志记述以盘龙区属文化事业为主，辖区内省、市文化艺术单位只作简介或列表

入志。文物部分已单独编志，故付阙如．

五本志设章、节、目、子耳四个层次，以章、节为类目，目为记述实体．。

六本志所用资料以所搜集、整理的历史档案、文献典籍为主，兼及一部分口碑资料，

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人物记述，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不予褒贬评论。立传限于对盘龙地区文化

事业影响较大并有重要贡献的谢世人物，排列以生年先后为序．

八本志时间记述，辛亥革命前的朝代年月，一律用汉字书写，并在括号内用阿拉伯

数字加注公元纪年，民国年月用阿拉伯数字书写，1950年起一律用公历纪年。

九志书所用的各种数据，以政府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并统

一使用国家计量局公布的标准计量单位．

夕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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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盘龙区位于昆明市城区东部，西与五华区交错衔接，东、南、北与官渡区相连，全区面

积15．1平方公里，人口37万余． 『t 一

盘龙区是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中心区之一．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在这块

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劳动和生产之余，他们天才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能力孕

育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写下了光辉灿烂篇章。1982年位于拓东路岔街的昆明第十二中学，

在建盖校舍时出土一批青铜器，经省、市文物部门鉴定，为战国时期文物。说明早在战国时

期，生活在本地的远古居民，已进入水平较高的青铜文化时代． ：。

秦及西汉时期，随着内地移民迁入，政治、经济方面和内地交往增多，汉文字至迟自西

汉起已开始在本地使用。东汉时期汉文化得到迸一步传播，汉明帝时就有益州太守王阜在

滇池地区“兴起学校、渐迁其俗”。蜀汉·建兴三年(225年)。丞相诸葛亮率军南征，蜀军曾

驻扎“南天台”(今佴家湾一带)，留有汉营遗址，内地文化进一步传入本地。南·梁·承圣

年间(552--555年)，大姓爨瓒势力占据本地，爨文化在本地传播。唐永泰元年(765年)南

诏王阁逻凤遣长子凤迦异在昆川置拓东城，设立拓东节度使，成为昆明建城历史的开始．

元和四年(809年)，南诏王寻阁劝以鄯阐府为“东京”，本地成为南诏东部地区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 ，，

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建大理国，本地仍为鄯阐府，大理国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逐渐东移．元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征服云南，建立云南行省，在鄯阐设立行

中书省，鄯阐府改为中庆路。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瞻思丁被钦命为云南行省平

章政事，1276年，治所迁昆明，本地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元代在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由王鹗、许衡等文人学者设计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文教卫

生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学制。至元十三年至十五年(1276--1278

年)，昆明建立孔庙兴、义学，汉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后，赛典赤·瞻思丁的儿子忽辛在

云南任右丞时，又下令各府、州、县普遍设立学校。这一措施对昆明文化教育的发展，发生

了很大影响。-当时文人何弘佐指出：“自时厥后，垂六十年，吏治文化埒于中土。”

元仁宗皇庆三年(1314年)实行全国会试，昆明人王辑、李敬仁、李郁、段天祥、李天佑

先后中了进士。除开科取士外，昆明地区还培养了一批本地人才，“内地之人与土著豪杰，

参伍而杂处”，出现了如“文章政事，名于南诏”的王升父子和王惠、杨兴贤、杜昌海、张景云

等著名文人。其中，王升所写《滇池赋》尤为脍炙人口。此外，先后来滇的汉族文人郭松年、

李道源、李京、文矩、支渭兴以及蒙古族、回族文人郝天庭、述律杰、赵世延等，先后驻足盘

龙大地，留下不少金石碑铭，成为云南地方文献的重要资料。蒙古族阿盖、白族杨渊海等也

写下动人的抒情诗篇流传至今。此外，李京编撰的《云南志略》、郝天庭编撰的《云南实录》

是云南地方史志的重要著作。

明代初年，由于宦官揽权，把持朝政，一大批文人学者被发配充军云南，还有少数因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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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访友或探求名胜古迹而来的文人，在他们吟诗、著文、执教、交友的许多活动中都曾播下

文化种籽，起到普及与提高作用。明代被降级、充军来昆明的著名文人韩宜可、史谨、楼琏、

寇克仁、逯昶、郑旭、朱琳、陈士瑞、曾日章、毛铉、胡粹中、徐如珂、丁镐、费良弼、董伧、陈振

琦、刘有年、王昙、平显、曹颖昌等人，客游来昆的陈谦、苏程、董菩、平宜、居广、耿琦、元曦

等人，大都有著述流传于世，其中董伧、王昙、平显、曹颖昌等人还被聘为塾师。当时镇国公

沐昂曾精选一部分文人的诗歌编为《沧海遗珠》，这本诗集，一直到清朝顺治、康熙年问还

很盛行，可见其对昆明地区文化所起的积极影响。此外，昆明当地文人也不甘寂寞，竞相推

出诗文专集，其中不乏精品佳作，堪与客籍留昆名士媲美．明代昆明的绘画、书法艺术也有

很高价值，尤其是担当和尚的绘画，古雅简炼、超尘脱俗，至今全国驰名。书法以王来仪父

子、杨一清、程还、李洛、包睿、傅宗龙等为著，他们或工楷书，或工行草、潇洒、秀丽、清奇、

雄健，各有其长，成为当时昆明书画界的代表人物。另据有关资料记载，昆明花灯、扬琴曲

种以及剧本创作都萌芽于明代，昆明地方志的纂修也以明代为盛。

i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平定云南，随着社会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渐趋繁荣，文化

艺术也有较大发展．清代，昆明文风盛行，诗文质量较高．钱沣、刘大绅的诗文受“桐城

派”的影响较深，名重一时；王思训的骈文奇谲瑰丽，世所称道。诗歌的风行，是当时昆明文

化的一个特点，其中对昆明诗歌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的有朱昂、王思训、段昕、李因培、孙

髯、钱沣、万钟杰等。昆明的书画、篆刻艺术，在清代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全国知名

的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书画家中首推钱沣，他的书法，出虞世璎、胜虞世璎，摹颜、欧、褚、

米各书家自成一体，他所画的瘦马，神采飞逸、驰名海内。。 。

1911年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结束了封建专制在云南的统治。其后因军阀混

战，昆明文化领域一度沉寂，一批依附官僚的文人掀起复古的逆流，提倡尊孔读经、保存

“国粹”。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作为昆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之一，是一大批进步报

刊的创办．仅本地就有《民权日报》、‘社会日报：}、《救国日刊》、《民觉报》等数十家报刊，这

些报刊或倡导推广白话文，或积极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或呼吁妇女解放，如抨击北洋军

阀黑暗统治，起到唤起民众的喉舌作用，昆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戏剧表演的

崛起。当时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青年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了<天真烂漫》、《何必当初》、《自

决>、《劳工神圣》等剧目，也有部分剧目采自《新青年>、《新妇女》等杂志，主要内容以批判

忠孝思想，鼓吹妇女解放，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宗教迷信为主，把广大青年所关心的社会问

题搬上舞台。从本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昆明文化艺术界思想活跃，新诗、新戏剧、

白话文小说、散文大量涌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在昆明组建西南联

合大学。一时间，昆明人才荟萃、学者云集，许多文化名人都在这里留下了传世之作和著名

篇章。光未然等整理出版的彝族长篇叙事诗《阿诗玛》，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的散文诗

歌，赵沉的音乐创作，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当局加强对思想文化界的控制，一些报刊被查

封，一批戏剧被禁演，文艺作品受到严格检查，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再次受到限制。一些文化

艺术界人士遭到逮捕甚至被暗杀，昆明文化界再次出现“万马齐暗”的沉寂、萧条局面。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带来了文化艺术的春天。盘龙区群众文化活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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