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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劲舞，玉洱欢歌。正当全市各族人民以百倍的勇气和

信心，全面掀起“两保护，两开发”热潮，全力推进滇西中

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关键时刻。由我市退休老干部张奋兴先生编

著的<大理海东风物志续编>一书正式出版了。这是张老继

2006年出版<大理海东风物志》之后。满怀对家乡的无比热

爱之情，于古稀之年为家乡和广大读者献上的又一份礼物，可

钦可佩，可喜可贺。

大理海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风情浓郁，是一个

充满了文化魅力的人文之乡。据文物部门对海东部分贝丘遗

址、新旧石器遗址的多次考古发掘，充分证明，早在4000至

5000年前。大理的白族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也证明海东

是洱海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此后，从西汉开始，历唐、

宋、元、明、清诸朝，海东先民始终与大理其他地方一样，不

仅共同经历了南诏、大理国500多年的辉煌，而且。期间海东

先民还始终不断吸收各种优秀的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并经过

长期融合和酝酿，在洱海东岸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老文明和独

特的民族民间文化。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新旧石

器时代的各种文化遗址、罗茎寺、天镜阁、小普陀、观音阁等

以及数以百计的本主庙、古碑、古石刻等众多的文物古迹星罗

棋布。独放异彩。另外．海东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民间文化多



姿多彩。独具特色的猎鱼文化；源远流长、神秘古朴的白族本

主文化；儒、道、释共荣共存的宗教文化：以“耍海会”“火

把节”“赛龙舟”“祭海开海”等和众多“本主节”为代表的

节日文化；艳丽多姿的民族服饰文化以及以大本曲、霸王鞭、

八角鼓、刺绣等为代表的民间艺术；浩如烟海的民间神话、传

说、故事等等，它们构成了海东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画

卷，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海东山川秀美，风光旖旎，环境幽雅。这里东靠蜿蜒起伏

的玉案山，西面碧波荡漾的洱海。洱海上的金梭岛天工巧夺，

岛上景观遍布，风光迷人；沿海大大小小的港湾迂回曲折，变

化万千。更有洱海内白帆点点，渔歌阵阵，尽显白族渔乡人与

自然和谐共荣的美丽图景。更为重要的是，海东地处洱海东

岸，地理区位优越，开发前景巨大。环海公路全线贯通，大丽

铁路穿境而过，与大理飞机场、凤仪开发区紧紧相连．交通便

利，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是大理未来发展中一片极具开发潜力

的热土。

目前，“保护洱海，保护海西，开发海东，开发凤仪”已

成为大理各级党委、政府和全州、全市各族人民的共识，因

此，在开发海东的进程中，广泛宣传海东，介绍海东，保护和

利用好海东丰富的民族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海东，就显得尤

为重要和急迫。《大理海东风物志续编》能在这个时候出版，

其意义自然十分深远。

《大理海东风物志续编》共分“海东概览”“名胜古迹”

“民族宗教”“民风民俗”“民间故事”“碑刻存文”“人物春

秋”“战事记忆”“交通运输”等九个部分，系统介绍了尚未

收入<大理海东风物志>的许多有关大理海东地区的历史文

化、民族民俗和有关当地的人物、碑刻、民间故事、战争故事



及独特的交通运输文化等，地方特色浓郁，体例完整、规范，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风朴实，通俗易懂，是《大理海东

风物志》的完整补充。我们相信它的出版．必将对弘扬、宣

传、保护海东地区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推动海东开发等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州委常委、市委

书记段瑜，市委副书记、市长段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段

直霞，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杨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阿泽新，副市长方元．市政协副主席吕元等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在此，谨致以诚挚的感谢!

编委会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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