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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溪市文化志》，在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历

时2年又10个月，终于定稿成书了。这是玉溪市人民文化生

·一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修志工作中的一个丰硕的成果。

，， 玉溪为古文献名邦，是滇中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

久，文化事业向称发达。，只是缺乏完整详蹲的记载，深入稠

密的考察研究，致使许多文献流失离散，关于文化的记载语

焉不详，许多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料不能记录与保存下来，这

是十分令人惋惜的事。《玉溪市文化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 的观点，博考文献，搜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详今略古，

分门别类，记载和描述了玉溪文化发展的沿革，展现玉溪市

f’ 文化艺术事业初步繁荣发展的全貌，特别是为建国以来玉溪
{’ 市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这是十
1 分值得珍惜的一份财富。它为我们今后发展与繁荣玉溪市的

社会主义新文化，搞好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充分的依

据，也给后代的历史学家与文化工作者研究今天玉溪文化事

～业的建设与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 列宁指出：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

《▲ 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
’ 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黟我们编

纂文化志，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就是为了建设与发展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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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为，文化事业的兴旺发达，是一个 。

民族经济振兴，国家富强，民族精神高昂奋发的标志。玉溪市
。

的文化事业，建国以来有了飞跃的发展，但还很不适应实现
7

—

7四化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与玉溪地区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很
’

不相适应。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为了促使玉溪的经济振兴与i

全面繁荣，踟]的文化建设，血括文学艺术创作，必然要有 囊

一个更迅速的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精神生活的

需要，同时也要出人才，出作品，不断提高质量，攀登高

峰，赶上全国先进地区的步伐。我们应当遵循十三大制定的叶
基本路线，抓好精神文明的建设，使玉溪市的文化建设出现 。

二个更新更美的局面，以适应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

：i蕈过这本《文化志》，玉溪市文化系统各单位的同志
‘

们，一定能够总结经验，找出差距，振奋精神，焕发出深化

～改革的巨大热情，把自己的工作搞得更好，争取在未来的文

化志上，写下更动人的篇章，记下更出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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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地处滇中，山川秀丽，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

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中华入民共和同国歌的作曲者聂耳的故

一乡。玉溪素有花灯之乡的美称，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玉溪
。

’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清朝和民国年间，曾先后编纂了《新兴州誊》、《续修玉
溪县志》等书，志稿中设“艺文秒为一卷，对历史上的文化

艺术的发展进行了记述，这是极为珍贵的文化史料。但是

局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与志书体例，只是收录一些记、传、

序，文，诗、赋等作品，缺乏对当时玉溪文化艺术发展的详

． 尽全面的记述。

}．1 今天编纂《玉溪市文化志》是一项继住开来，既服务于
：，‘ 现实又有益于子孙后代的文化建设工程，是研究文化艺术理
。

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础工作。对认识玉溪的文化

和历史，振兴玉溪的文化事业有重要的意义。《文化志》可

以为玉溪市的文化建设和管理，为各级领导了解情况，制定

计划，指导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同时也为进行

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

、 具有说服力的乡土教材。玉溪市文化局于1986年1月作出修
’’

志的决定，成立了玉溪市文化志编纂领导小组，下设编辑

组，广征博采，开展编纂工作。1988年3月完成初稿，几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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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再三易稿，，历时二年零十个月，终于1988年lo月定稿

付印。 ，

《玉溪市文化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用丰富的史料，确凿的

记事，全新的观点与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玉溪市文化发展
^

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紧密结

合，在体例上既继承了传统志书的写法，也有所改进与创 ；

新。
。

． 一·

《玉溪市文化志》编印成书，是全体修志人员辛勤劳动． 。

的结果。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也均

不适应这项工作要求．因此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亟盼领导和

专家同志们批评指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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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

＼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立足当代，详今略古，实事

。 一求是地记述玉溪市文化艺术的历史和现状，为发展具有中国
2， 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服务。”

j 本志断限：上限因事而异地上溯古代，下限一般止于

7 1987年--。．

本志采用记、志，传，图，1表，’录等体裁。记以编年体
“

为主J志用纪事本宋体，分门别类地记述文化艺术事业的历

史与现状。表分别穿插在有关部份。 ．

． 本志内容以玉溪市的文化沿革和市所辖文化艺术企事
{ 业单位为主，文物、戏曲部份已单独编志，尽作简述，玉溪

。 地区设在玉溪市的文化艺术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列表入志。
’

本志设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用次第序号排列。

条目均以事名题。， ．

。

本志章、节、目的内容出现不可避免的交叉关系时，以

主次确定详略，即主详次略地进行记述。

本志所用资料系各文化艺术行政、事业单位按照“管什

K 么，编什么"的原则，收集整理资料，编写入志。
’

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记述体。引文注明原始出处，统一在
。

篇末注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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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稿中的名称均做到前后鲩二，各种名称在志稿中

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时则在第一次出现时加

注o
。 ；．

本志记述人物，一般直书姓名，不冠其职称职务，不作 j
·

褒贬评价，属于引用的，一仍其旧，不作更改。

本志的时间记述：凡属清以前朝代的年月日，一律用汉 ．‘、

字书写，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加注公元年代，同样的朝代

在同一文稿中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公元年代，第三次出现时则 f

不再加注。 ． - j

本志数字的写法。凡公历年月日、人的年岁，均以阿拉

伯数字书写，万以下的数字，带量计单位的数字用阿拉伯数

字表示，不用分节号。分数，不定数用汉字书写。志稿引用

的各种数字，均以政府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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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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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音乐⋯⋯⋯⋯⋯⋯⋯⋯⋯⋯⋯⋯⋯⋯⋯(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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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书法⋯⋯⋯⋯⋯⋯⋯⋯⋯⋯⋯⋯⋯⋯⋯⋯⋯(62)

八、摄影⋯⋯⋯⋯⋯⋯⋯⋯⋯⋯⋯⋯⋯⋯⋯⋯⋯(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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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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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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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演出团体⋯⋯⋯⋯⋯⋯⋯⋯⋯·：⋯⋯⋯?··?(130)

一、玉溪县花灯队·u⋯⋯⋯⋯⋯⋯⋯⋯⋯⋯⋯⋯<130)

，二，’玉溪县滇剧团⋯⋯⋯⋯⋯⋯⋯⋯⋯⋯⋯⋯⋯(131)
’

， 三、玉溪市文化工作队⋯⋯⋯⋯⋯⋯⋯⋯⋯⋯⋯(132)
‘

外地刷团(演员)来玉演出(传艺)情况 ⋯

一表(3)⋯⋯⋯⋯⋯⋯⋯⋯⋯⋯⋯⋯⋯⋯⋯⋯一(134)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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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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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单位 先进工作者名录表(6)⋯⋯⋯⋯⋯<17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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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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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象化石⋯⋯⋯⋯⋯⋯⋯一⋯⋯⋯⋯⋯⋯⋯(239)

二，古青铜器⋯⋯⋯⋯⋯⋯⋯⋯⋯⋯，⋯⋯⋯⋯(240)，

三，玉溪古窑址⋯一⋯⋯⋯⋯⋯⋯⋯⋯⋯⋯⋯⋯(242) 巾．

，四，建筑物⋯⋯⋯⋯⋯⋯⋯⋯¨．⋯⋯⋯⋯⋯⋯⋯(244)

，五、碑刻⋯⋯⋯⋯⋯⋯⋯⋯⋯．．．⋯⋯⋯⋯⋯．．．⋯(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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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马溶洞⋯⋯一⋯⋯⋯⋯⋯．．．··。⋯⋯⋯⋯⋯·(251)
。

j
四、白龙潭⋯⋯⋯⋯⋯⋯⋯⋯⋯⋯⋯⋯⋯⋯o，．．(253) ，I

-，五，黑龙潭⋯⋯⋯⋯⋯⋯⋯⋯⋯⋯⋯⋯⋯⋯⋯⋯(25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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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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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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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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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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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第四节中共玉溪市文化系统支部⋯⋯⋯⋯⋯⋯⋯(274)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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