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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 本志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

求是地反映保山的历史和现状。
二 本志设概述、大事记、20个分志、人物、附载。由述，、记、

志、传、载五体组成。分志结构采用编、章、节、目式。用语体文

表述。
三 本志人物部分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记述本市有影响

的正面人物，达到激励来者的功用。

，四，本志数字的甩法执行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对具体数据的采用为：民国时期或以前，

以民国《保山县志稿》及查抄的省、地、市档案馆、图书馆的资料

数据为依据；1950年1月5日保山县人民政府建立后，以保山市统

计局的数据为依据；统计局没有的数据，则以各部门提供的为依据。
五 坚持“详今略古”的编写原则，上限原则为民国元年，可

适当延伸；下限截止为1985年。1986---,1992年是保山经济发展较

快的时期，为充分发挥志书时效性，专设《大事记述》于《附载》

中，以反映这一时期的情况。概述时限截止为1991年。
’

六 志书中的有关名称；在每段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段内再次

出现时用简称；历史年号在每段中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段内

再次出现相同年号不再括注。

七 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民国时期的旧计量单位

仍保留，必要时用括号加注说明。

八·自1980年起的产值用1980年不变价，在此之前的均采用

当年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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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保山市位于云南省西部。总面积4 826平方千米，是保山地区行署所在地。1991年

总人口74．96万人。有彝、白、傣、傈僳、苗、回、德昂、佤、满族，世居少数民族9．64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86％。

保山古称永昌，开发较早。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就设置了不韦县，东汉永平

十二年(公元69)设置永昌郡。明嘉靖二年(】523)定名为保山县。1950年1月5日建

立保山县人民政府。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

保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条件得天独厚。《徐霞客游记》中赞誉保山为“俱有

灵气”，“武陵桃源，王官盘谷，皆所不及矣，此当为入滇第一胜”。保山地势北高、南低，

有高中山、中山、低中山、山间盆地、低热河谷，属横断山纵谷区南段起始端。最高点

北部道人山，海拔3 655．9米；最低点芒海渡，海拔640米。怒山、高黎贡山山脉纵横起

伏。著名的澜沧江、．怒江贯穿市境南北。境内土地肥沃，适宜各种粮食作物、林果、花

卉生长。素有“滇西粮仓”、‘‘花城”的誉称。有锡、铁、铜、铅、汞、钨、钛、云母、绿

柱石、玛瑙、煤等矿产资源分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黎贡山属本市辖区的面积4万公

顷。保护区内植被覆盖率为82．1％，森林覆盖率为70．5 oA，形成“一山分四季”的独特

立体气候和“野花四时红”的亚热带生态体系。已发现有多种属国家一、二类保护的植

物、动物。

保山市交通便利，昆畹公路穿境而过，有航班飞机往返昆明。境内公路四通八达，乡

乡通班车。保山交通有内疏外密的特点：7距省会昆明593千米；距中缅边境仅279千米，

从古至今都是通向东南亚国家的枢纽。市内有设备完好的宾馆、舞厅。电信在城乡已形

成网络，有程控电话直拨海内外。

古代，中原文化、外来文化顺南方丝绸之路源源传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都游历过这里。出土文物和文化遗址较多。初步统计，地、市两级

文博单位收藏的市境内的文物有4 000多件，时间跨度为旧石器时代至近代。较有代表性

的是：羊邑猿人化石、蒲缥旧石器时代塘子沟遗址、蜀汉诸葛营城址、汪官营蜀汉墓纹

饰、汉砖瓦、俑、鸡鸭牛狗模型、明代青花瓷器及近代名人胡公寿、徐悲鸿等的书帖字

画。其中距今400～800：万年的羊邑猿人化石引起国内外考古学界的震动。这里也是古代

朝廷贡品“永子”、“料丝灯”的发祥地。

保山素有“滇西锁钥”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远在蜀汉时期，吕凯为拒雍闺

封疆绝域长达8年；元时，中国军队与缅王象队有过激战；明代将领邓子龙受命朝廷在

姚关抵御了外侮；清代是杜文秀起义的中心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属滇西抗战的主战场。

民国31年(1942)5月4日、5日两天，保山县城遭日机轰炸，尸骨横飞，血流成河，房

倒墙坍，损失十分惨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有重兵驻守。

保山历代人才辈出。三国时有深得渚葛亮赏识的蜀汉忠臣吕凯}张志淳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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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园漫录》闻名海外；享有“永半朝，，殊荣的王宏祚，是古代保山政界较有影响的人物；

明末清初回民学者马注译著的《清真指南》八卷现在还被奉为伊斯兰教的经典I这里还

是民族英雄杜文秀的桑梓地；爱国华侨领袖梁金山、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赵锡光也出生在

这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保山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科

学种田、移民垦荒、办农场、建糖厂、开发潞江坝等措施，全市社会总产值已从1952年

的3 179万元增加到1991年的10．4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693

元。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正逐年下降，工业比重逐年

上升。

农业是保山经济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建水库，发展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和科学种田，粮食总产量已达2．91亿千克。甘蔗是调整产业结构后发展较快的产业，

总产量已达45．48万吨。烤烟于1983年后发展迅速，烟叶产量1991年已达541．08万千

克，是本市一个很有希望的产业。本市还用世界银行的1 380万元贷款发展蓝桉基地建

设。目前，保山已被列为全国、全省的粮食、蔗糖、肥猪及香料烟基地。茶叶、小粒咖

啡、胡椒、砂仁、花生、花椒、板鸭、木瓜、芒果、柿子、荸荠、绿心豆等也较有特色。

保山的工业已从手工业作坊工业发展到现在的有以制糖为骨干，兼有食品、电力、机

械制造、纺织、建材、化工、造纸、皮革、煤炭、五金、塑料等轻重工业。1991年全市

工业企业共有7 671个，工业总产值达3．25亿元。本市生产的白糖无论数量、质量都居

全省产糖县(市)首位。水泥、砖瓦、皮鞋、工业锅炉、变压器、钢材、小型拖拉机、机

制纸、塑料编织袋、丝绸、肥皂、民族筒帕、面条、饵丝、冰糖等产品在省内外也较有

市场。民族筒帕、工农肥皂、金龙面条、梨花饵丝、东风一12型手扶拖拉机、单晶冰糖

等产品多次获国家和省优质产品称号。以建筑业为骨干的乡镇企业总收入已达2．06亿

元。
’

保山历史上的通商盛况正如范文澜在《简明中国通史》中所载：“永昌成为中国西南

方与天竺、大秦等国通商的大城市，象牙、犀角、光珠、孔雀、翡翠、猩猩等珍异物，经

过永昌来到内地”。民国27年(1938)滇缅公路通车后，保山的进出口贸易十分活跃。当

时外地工商业者或避战乱，或拓展业务，纷纷涌入保山，使保山商业一度出现繁荣的景

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营、集体商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1978年后，保山商业

有了新的突破，外省商人纷纷前来开店营业，本地个体商人逐渐增多。1991年，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为3．01亿元。边贸进出口总值2 205万元，集市贸易成交总额1．68亿元，国

合商业实现利税总额649万元。 “

保山办教育的渊源可追溯至东汉设永昌郡时，历代不乏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保山十分注意通过教育培养人才。现在市辖区内设有师范专科学校、广播电视大学

分校、地委党校大专班。有悠久办学历史的保山第一中学属云南省的重点中学。全市已

于1985年普及了小学教育。每千人中有大学生五六名。保山第一中学、市试验小学及潞

江建设小学因培养人才成绩显著，多次受国家、省表彰。随着学校教育的全面开展，学

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从设备的改善和人才的培养上也较有特色。出现了在全国武术邀请赛

中获冠军和创省跳高纪录的体育尖子和一批受国家表彰的优秀体育工作者。体育的发展

；；蔼，0镩—_t．：．，i§g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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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人民体质的增强，加之医疗卫生设备的不断完善，保山已从民国时期的瘴疠、霍

乱、鼠疫流行的老疫区变成为霍乱、鼠疫已绝迹，疟疾已趋于消灭的文明卫生城市。保

山还因水力资源丰富，电力设备基础好，被列为全国100个电气化试点县之一，1991年

人均有电达208千瓦时。由于电力充足，影剧院遍及城乡，电视覆盖率达71％。在照明

电普及的基础上，部分居民还用上了生活电。

保山历代为郡、府及行署驻地，城市建设在唐代就形成了井田格局。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经过不断的建设，拓宽了街道，建起了高楼，商店、宾馆、饭店林立。隆阳

路的兴建，标制着城市建设已向现代化城市方向发展。春季，繁花似锦；夏季，一片墨

绿；秋季，稻香十里；冬季，樱花如云，向人们展示着一年四季春满隆阳的风采。传统

的农历五月初五的端阳花市，以她神奇的魅力吸引着中外游客。历史上保山的内外八景

就很有名气，后因战乱和“文化大革命”毁坏了不少。1978年后，修葺了旧景点，开辟

了新景点。目前可供游览的景点有：太保公园、龙王塘农民公园、卧佛寺、北庙水库、霁

虹桥、金鸡文物古迹、梨花坞、法宝寺、蒲缥文物古迹、潞江高黎贡山。

保山有着辉煌的历史，但因地处云岭一隅，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都较为有限，经

济力量较为薄弱。改革开放，为保山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目前，保山已

和国内外及省内一些地区达成了一批协作项目，以促进保山经济的振兴。展望未来，保

山一定能够迅速振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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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西汉至元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置不韦县属益州郡。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设永昌郡。

唐南诏设永昌节度。

唐武德三年(620)王姓匠人在保山城北杏花村建房造纸。

宋设永昌府。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蒙古骑兵队西行途经永昌。

明至清

明洪武元年至三十一年(1368～1398)山西崞县人刘寅，罪戍金齿，著有．《伤寒脉

赋》、《檩幽赋注》等医药书籍。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建永昌砖城。

同年始有印刷。

明嘉靖三年(1524)置保山县，以西倚太保山取名。 ．

。

同年状元杨慎因“议大礼”获罪，流放保山。

明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二十八日，旅行家徐霞客沿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入永

昌。八月四日离开。

清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洪水漫过霁虹桥，冲断江桥铁索。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二月，下大雪。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二日，迤西道尹罗天池，知府恒文，调集清军300余

人，乡练数千，历时两昼夜，搜捕杀害城内回民数千人。

清咸丰六年(1856)八月七日，保山人杜文秀，以大理为大本营，领导以滇西回民

为主体，有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清起义。起义历经18年，于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被

清政府镇压。

清咸丰十一年(1861)官家寨鼠疫流行，患病70人均死亡。

清同治十三年(1874)设保山商税局。

清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永昌府立中学堂。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保惠仓，清理城区玉皇阁等8大寺庙田产，作为教育基

金。

同年设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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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5

清宣统元年(1909)知府彭继志创办永昌蚕桑学堂。 ～

清宣统二年(1910)大理人张氏，购进一架脚踏缝纫机，在保岫东路开设缝衣店。

清宣统三年(1911)永昌府立中学归并省立大理第二中学。

中华民国

元年(1912)

4月．成立县商会。

6月，成立县农会。

10月，全县开展户口调查。 ，

同年撤保山县，设永昌府。

原保山县划为5大区。

改学堂为学校。

北上、北中、永顺、由旺、姚关、蒲缥、沧平7镇小学校相继创立。

开办永昌农业学校。

永昌实业公司成立。

2年(1913)

在永昌府学宫办云南省立第五师范学校。。

撤永昌府设保山县。

设县立第二女子初级小学校。

设县立中学。

县商会成立。

富滇银行在保山城内设立分行。

4年(1915)

6年(1917)

7年(1918)

保山人刘志基赴缅甸南坎学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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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8年(1919)

设县财政局。

云南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改为省立第四中学，附设师范班。

9年(1920)

12月，保山工业产品抓绒、黄铜分别被云南省第一次物产评比会评为一等、三等产

同年英国牧师富能仁在县城内小北门设立福音堂西医所。

原永昌府所置5大区改为分团，下设14分区。

在节孝祠开设女子刺绣班。

11年(1922)

12年(1923)

杨迁保在城关开办治兴工厂，．专织棉布。

． 县实业所聘请顺宁县茶农李自安夫妇来传授种、制茶技术，在太保山南坡种植勐库

茶2公顷。

13年(1924) 一

改旧制中学为新制中学，学制定为三三制(初小三年，高小三年，初中三年)。

14年(1925)

在保山城西四川会馆开办县立二部师范班。

15年(1926)

8月22日，杨震寰军入保山城，与丽(江)维(西)镇守副使罗树昌起兵反抗云南

督军唐继尧。11月．，省军首领陈维庚率部属将杨震寰部诱杀于腾冲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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