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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983年9月原红六军剧

十六师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

(前左2)团党支书彭寿生

(前左一)来看虎头山红军

烈fj陵园。一

3、1983年，开展文

物普查时的宦威城+

2、·1983年1月，为

开展全县文物普查而召

开的知情人座谈会到会
人员合影。



· 虿

2 1983年8月原红六军|=妇

}7、师师长晏富q-(卉。

和昆明军Ⅸ司令员张攉秀
(右2)来看虎头山红军烈

士陵园。一

-l、在宦威参加过人民解

放：|_小的史战1：们，于1983

午9月来宣威看革命文物展

出。

+3、原来在宣威领导过人民

解放斗争的老『|j志，于1983

年9月来宣威看历史文物展出



序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凝聚着先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用志

书形式把一个地方的历史文物和遗迹科学地记录下来，继承和发

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人民进

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启迪人民的智慧，激发人民的

精神，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惠及

子孙的千秋大业。

宣威，有悠久的历史，各族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能够保存

下来，十分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通过文物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能够把宣威历史长河中的文

化遗存，系统调查，如实记录，编辑成书，供给后代，这是一项

难得的文化成果。

《宣威县文物志》，全书收鳊一百多条志目，在一定程度上客

观、系统地反映了宣威历史，记录和保留了一大批有重要参考价

值的历史资料。它对研究宣成的历史，开拓宣威的未来，将起到

无可估量的作用。

希望本书能帮助宣威人民历史地认识家乡，从而热爱家乡，

为建设家乡、振兴家乡而奋发努力；更希望本书能帮助更多的外

地读者了解宣威，研究宣威，发现宣威的优势，从而倾心宣威，

帮助开发宣威这块土地，加速宣威建设。

李正尧

一九九零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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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宣威地处滇黔之交，先民迁住开发较早，沿革建置悠久，历

史碑刻和古建筑见于境内，反映明、清古驿道和近代历史的实物

资料散于各地，或流传民间，或埋于地下。新中国建立以来，对

反映宣威历史脉络的实物资料逐步进行征集保护。1983年，又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指示，成立了县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

县文物普查小组的领导下，按照省地文物普查办公室的部署，组

织力量，查阅有关史料，召开各种座谈会，掌握了300多条文物

线索。继之，组织普查队伍，对全县各区、镇分片包干，进行实

查。在实查中，又扩大线索。最后根据可查线索，走遍了全县的

21个社、镇，实查了这些社镇的148个大队。通过实查，把所

掌握的263条线索都逐一进行了落实，分别作了拍照、拓片绘图

和现场记录。实查结束以后，又对所得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并

查对历史文献，充实内容，建立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物档案。为了

把先民在宣威这块土地上的劳动结晶，更好地传给后代和提供多

方面的工作作参考，特从文物普查积累的资料中，选出较为重要

的一些项目，编写成《宣威县文物志》初稿。初稿于1986年底

编成，后又于1988年初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

充，形成现在的这本《宣威县文物志》。

在本志的编写中，为增加志目的资料性，每一个条目都尽量

包括名称、位置、时代、特点、价值，以及历史沿革和现存状

况，并加以必要的考证，力求记录详尽，描述准确，文图、照并

茂，以保留更多的史料于本志之中。对此，编者虽作了较大努

——1——



力，切望对时代有所奉献，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出现缺点错

误，再所难免，切望专家、学者和各方面的同志多多指正。

本志是在对全县文物进行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它是

集体劳动的结晶。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文物志编纂办公室、曲

靖地区文物管理所以及县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征求意见

过程中，又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提供宝贵意见。省文物志

办公室、省社科院、省新闻出版局史志办和地区文物管理所的马

长舟、陶学宪、王品三、潘启发、叶祖荫、李保伦等同志，不仅

对本志多方提出宝贵意见，还于百忙中提笔帮助修改，争取本书

正式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

编者

i989年lo只



第一章 概 况

1、自然概况

宣威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位于北纬25。53 7至26。

44 7，东经103。35 7至104。40 7之间。四邻与富源、沾益、

会泽和贵州的威宁、水城、盘县接壤。地形呈五边形，总面积

6062平方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南北长约90公里，山区面

积占95％，平均每平方公里177人。

全县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县城附近为河谷断层，东、

西、北部，遍布南北走向的山峰。主要山脉属云岭乌蒙山脉南

段，该段山脉，由南向北延伸入境。入境后分为三支：一支由东

山梁子、北草坪梁子、光山梁子、大水梁子组成，沿县境中部向

北延伸，进入威宁，全长105公里；另一支由陷塘梁子，石盆梁

子、俄卓戛梁子、基都梁子、涧水海梁子组成，自县境东部延伸

至东北部，全长近100公里；再一支由老囤梁子和小囤梁子组

成，蜿蜒在县境东部边境，全长50余公里。

境内主要河流，也由于山脉走向，形成了三条。在东部和中

部有可渡河、格香河，属珠江水系。西部有小江，属长江水系。

可渡河，上游称马摆河，发源于县境西北角的篾巴圈，后沿县境

北部向东流入北盘江，全长162公里，径流面积1720平方公

里，是宣威和威宁的界河。格香河，其上游为盘龙河，发源于沾

益马雄山北麓，由南向北，汇宣威中部之水，流入北盘江，全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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