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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沈培平

万年火山热海孕育了腾冲

千年古道边关造就了腾冲

百年翡翠商城成就了腾冲

莘莘学子辉煌了腾冲

在这片因满载辉煌而倍感厚重的腾越大地上，建筑——这一凝固的文化，则是对腾

冲2 400多年闪烁斑斓的历史长河最真实、最生动、最完美的写照。放眼腾冲，无论亭

台楼榭、流水小桥，还是悠悠古道、寻常巷陌，无一不折射出腾冲神奇秀美的自然风光

和悠远深邃的历史文化，令人赏心悦目。

在腾冲，唐代西源城、明代极边第一城、清代翡翠商城一脉相承，闻名遐尔。早在

明代，这里就让走遍百JiI千山的大旅行家徐霞客流连忘返一月有余，写下“迤西所无”

4个千金难买的大字。李根源、艾思奇、张问德等无数仁人志士就是从这里走向世

界的。

在腾冲，有浓缩了汉文化精华的绮罗文昌宫、黉学，有弥漫着南诏文化遗风的众多

寺观庙宇，有鲜明异域文化烙印的英国领事馆，有人与自然相映成趣的百姓人家⋯⋯更

有在中国独树一帜的和顺民居建筑群：绵长的青石小巷、典雅的月台、火山石铺就的环

村路、绿树成荫而又曲线优美的护村河、意味深长的洗衣亭。可以说，集中原汉文化、

南诏文化、异域文化和边地民族文化之大成的腾越文化，在腾冲建筑群落中演绎得淋漓

尽致，浑然天成。品味腾冲的建筑，就是品味腾越文化。

然而，让我们惊叹流连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当代腾冲人民既善于传承历史又敢

于超越历史，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敢于向前冲刺的精神和行动。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腾冲，成了腾冲人民大展身手的舞台。世纪之交的时代，

是腾冲人民亲手缔造的崭新时代。60万腾冲儿女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

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和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对昨天的辉煌，不膜

拜、不陶醉、不停步，而是与时俱进、面向未来大胆开拓。

特别是在城市建设中，腾冲人民大胆汲取世界先进建筑成果和技术，集宽敞的道

路、优美的绿化、璀璨的灯光、具有文化品位的雕塑和独具特色的建筑式样于一体，以

历史文化、自然景观的完美结合，展示腾越多元文化特点，对新建、扩建后的街道两旁

的房屋，坚持“一街一品一特色”，统一规划设计，力求形成与腾越文化相融合的建筑

群落。来凤山国家级森林公园、腾越文化广场、腾越文化园、腾越商贸城、腾冲植物园

依次建设，翻开尚未褪色的老照片，许多地方已经让我们恍如隔世。一座富有历史厚度

的现代化城市在迤西大地上傲然而立，古老的腾冲正以全新的形象向世人展示现代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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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新内涵。

值此政通人和之时，为腾冲建设修志，既是对腾冲无数先贤的告慰，对当代腾冲人

民功绩的肯定，更是对后来人的激励。腾冲建设志的出版，把2 400多年来腾冲建筑的

精华推介给世人，遗香后世，义载千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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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我国滇缅古道上的重镇(名为重镇而实控诸夷)，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门户。

土地肥沃，历史悠久，至唐已是“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志载“腾居天外，地广土肥

⋯⋯十八省之人云集”，历史上长期出现过“昔日繁华百宝街，中外雄商大贾挟赀来”

的昌盛景象，现列为我省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腾冲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林木葱翠，动植物和矿产资源丰富，尤以壮丽的火山地

热奇观，举世罕有，是中外游客和专家学者探幽觅异及科学考察的独特天地。

竣工于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的腾冲石城，坚固雄伟，曾被徐霞客誉为

“迤西所无”(注：此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历来县境内人文荟萃，名胜古迹极多，

佛道两教每于奇山胜水之间布寺结观，将建筑与自然环境协调融糅，使优美的景观更为

增色，历来骚人墨客于腾留下了不少楹联匾额和摩崖题刻，记录着对时代兴衰变幻的感

怀，对山河雄奇瑰丽的赞叹，也反映出我们伟大民族源远流长。博大深厚的文化渊薮。

腾冲建筑多具江南园林民居韵味，不论城镇乡村，或依山、或临水，粉墙黛瓦，掩

映于绿树丛中，典雅、朴素、亲切、宁静，皆与环境高度协调，使人倍感清新。其规划

布局、型体结构、色彩材质、绿化配景，无不匠心独运，格调高雅，具有高度的审美价

值，是历代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并为自己创造了优美之生存空间。这是一份值得

我们认真发掘、借鉴、继承、光扬的珍贵文化遗产。

建国51年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腾冲建设事业有了辉煌的成就，展

现了初具现代化城市网络的敷设规模，群众的居住条件相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今后如

何遵照党的建设方针，根据长远与现实的需要及可能，结合当地的自然与社会条件，本

着实用、经济、安全、美观的精神，扬弃取舍、推陈出新，进一步做好规划设计，把腾

冲建设成为一个既有现代化气息，又突出地方特色的更加美好舒适的文化之乡，乃是历

史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我们必须认真探讨和妥善解决的课题，是一桩功在当代，福及

子孙的大事。

历史在演变，社会在进步。建设在发展，这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保护生态，保护环

境，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乃是摆在当今人类面前的紧迫任务。

在二个城市或乡村，或者在一个景区景点的开发、改建、扩建或新建中，既要尽量考虑

满足现时和未来的多方位要求，更要注意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善待和保护，要处理

好继承、发展和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要避免造成开发性、建设性的破坏，要使我们的

行为无愧于祖宗、对得起自己、造福于子孙。呼唤这一意识，也正是编纂这本志书的初

衷之一。

旧《腾越厅志》、《腾冲县志》对腾冲建设的沿革和状况记载甚略，现本着省、地、

县领导指示精神，县建委《建设志》办公室组织人力，深入调查采访，广征博引，考证

史实，收集整理了大量文字、图片、数据资料，编纂成《腾冲建设志》一书，以彰往励

来，显微阐幽，述边陲古建之精粹，勾地方史料于湮沉，当作史志文献读，可为建设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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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提供一条明晰的城乡建设历史脉络，在制定建设规划、计划和实

施兴废决策时，可参考、可借鉴，有依据，有的放矢。同时，它帮助人们对这块山清水

秀、地灵人杰的边陲重镇增进了解，从中获得精神之享受，深化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

之情。“盛世修志”意义匪浅。

志书的编修，是一件十分严肃而又繁难的工作，它涉及到一系列很专门的学问，工

作量大面广，质量要求很高，本书编者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十分艰苦的劳动，成绩可喜。

但白璧微瑕亦在所难免，敬希各级领导、专家、内行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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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200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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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腾冲山JlI秀丽，奇胜迭出，无处不飞流泻雪、云锁深谷，故引来千古佛、道两教纷

至沓来，选胜布观结寺，取势于惊险，缀神构而凌空嵌碧，巧设崇楼琼阁而临水叠建，

借一片浮光掠影，将建筑倒映寒塘，拟人鲛宫，借三面环岗，藏寺于叠翠之中，取浩大

之水幕声貌而显游人自身之渺小。腾境众多景观无不以得宜之点缀，呈现着时代的精神

面貌，镌碑题碣无不记述着历史之兴衰变幻，更留古代军事遗迹于边境一带横垣，写下

了民族的豪情，开拓的诗篇。

腾境构筑，尤其古建多与环境巧妙结合，富有生趣，意境深远，虽地处边塞，则以

众多之优秀突例展现着各个时期的民族文化素养、艺术造型及其风格。华丽的艺术装

饰，无不反映着时代的精神文明，激励着民族的自豪，更招至历代之骚人墨客到此览胜

探奇留迹，邻邦、外地之善男信女，亦不远千里来朝山拜佛探幽，腾境古建是我们祖先

留下的丰富多彩之建筑遗产。惟我县当今众多从事建筑事业之人员，尽境内众多奇观胜

境之突例则视之平常，为之悲叹!

诸如：官衙之森严，坛庙之神圣，寺观之超逸威慑，住宅的典雅恬静，以及陵墓之

肃穆，园林的清新隽永等等。昔日重镇古风，尽世事烟云，经抗日战争及“十年浩劫”

之荡涤，迄今尚留部分，虽经重建添建，在工艺上亦今非昔比，但仍留追溯掠影之值。

此众多突例无不将建筑融糅于自然环境。和顺侨乡一色清时建筑，其巧思多变的设计手

法在我国亦堪称突例，其部分虽意出怀古，实供后人赏析与借鉴，为腾之城市规划、建

设，旅游事业的发展，景点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王彩春

2002年10月1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腾冲建设志》承历史重任，尊重史实，析异辨误，展现边城建设的沿革，掘古建

之精华，借供后者追求探索于现代之城市建设。惜此业绩，旧《腾越厅志》、《腾冲县

志》记载甚略，迄今尚无建设专志记述，于今“盛世修志”，《腾冲建设志》谨遵省、

地、县领导指示精神，历时两次编修，草创成书，由于时间紧迫，诸多欠妥，尚需进一

步广征博采，慎考史实，以完善此“辅治之书”。

一、《腾冲县城乡建设志》是一部具有建筑学术性质，集古今建筑艺术、园林艺术，

具方志内涵的专业志，于1987年3月筹备至1988年6月完成初稿。其所列诸多寺观亦

补县志之缺。

二、本志资料来自史籍、档案资料，以《腾冲县志稿》及编纂人员的实地调查以及

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为主，有关数据以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为准。

三、文体结构采用新文言，以求表达的简练生动，其余记事采用现代文体。

四、体裁以记、述、图、照片、表组成，其结构以横排纵写。纵横结合，以横为

主，突出形象性达到图文融合，相得益彰。

五、章法以专业性分类，采用章、节、目的形式，而达叙中有论，述有韵致，虽贵

在于专，但并不太专。

六、腾冲县政协仅以“翔实、丰富、厚重”6字批语规范内容。

七、记事力避重复，部分章节内容为达完整，难免间有交叉，但重在利用与结合。

八、《腾冲县建设志》于2000年6月3日编纂，截至2002年4月30日脱稿，历时

两度春秋。叙事上溯于清末，古迹、古墓则自属汉，下限止于2000年末。全书共5篇，

凡65万多字，此志为呈当今盛世之成果，重集腾境古建精华，意在创新，实掘古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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