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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几经修改，几易其稿，《昆明市盘

龙区文物志》终于付印成册了。这里，我们衷心感谢云南奋

博物馆副研究员马长舟同志，衷心感谢王道、周嘉骅、胡民

选及盘龙区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的其他同志，正是他们严谨的j

治学态度和孜孜不俗的勤奋精神，才使本书得以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带来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的蓬勃发展，也为我们的修志工作提供了最好的条件。透过．

本书所收集整理编纂的文物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盘龙区源远
流长的历史I看到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和宗教信仰’看至-I

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精美的文化艺术I看到近代史上资本主

义侵略所留下的累累伤痕，看到各族人民和革命先烈前仆后

继，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伟

大的祖国：‘与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息息相关，并连接成为一

个紧密的整体。读了这本文物志，我们将为伟大祖国悠久盼

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自豪，为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作出的杰

出贡献而骄傲。从而激励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国家建设戌

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我们盘龙区建设成为民族团结，

社会安定、文化发达、环境优美的新盘龙区。



现在，在盘龙区所辖范固内的文物古迹，很多都得到各

锻政府的修缮和保护。但是，由于历史的变革，特别是“文

|革”时期的千年动乱，很多古迹只剩下残壁断碑，有的则荡

然无存了。对此，我们深为痛惜，更感到保护好现存文物的、

重要。希望这本文物志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更多的人，特别

是青少年了解文物古迹，自觉地保护文物古迹，使“人人爱

护文物古迹"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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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1．自然概况

昆明市城区位于滇池东北部，包括五华区、盘龙区。盘

龙区位于城区东部，西邻五华区，东：南、北三面与官渡区

接壤。区内地形：西北部位于五华山麓，故偏高；．东南部处

于坡度平缓的丘陵地带，其余均为平坝。区中心地带海拔
’1891米。

区内主要河流有盘龙江、金汁河。盘龙江发源于嵩明县

梁王山，自北向南，穿区而过，t经官渡区流入滇池’，金汁河

源于松花坝，由盘龙区的东北部流向西南部，复经官渡区境
注入滇池。 。 。

金区面积13．38平方公里，人口34．4万余人，其中少数

民族16300余人，分属彝、回、苗、白、满等32个民族。．区

内设拓东、’太和、．环城、东站、董家湾、金碧j南强、珠

7玑、小南、．长春等10个街道办事处，．辖151．个居民委员．会j

区内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天气常如二三月，

花枝不断四时春”①。年平均气温约在15℃，平均最高气温

约21℃，平均最低气温约10℃。有记录的最高气温为33℃

①明杨慎：《滇海曲》，载《历代诗人咏昆明》第5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_(1933年5月17日)，最低气温一5．4。G(1974年1月1日)，这

种气温在区内是罕见的。形成“四季如春≯气候的主要原因

是：

一、由于处于低纬度，太阳投射角度大，冬、夏日照时

间变化小，日照最长的“夏至"日与日照最短的“冬至”日

相差只有34,时左右，太阳辐射量比高纬度地区多而均匀，．

二、冬春多受来自印度次大陆的西方干暖气流的影响，

形成冬舂晴暖少雨，多西风，夏秋温凉多云雨，多西南风；

：。．三、因位于高原高海拔地区，气温低，故夏无酷暑。加

之北部有青藏高原，大、小凉山，五连峰山和乌蒙山脉等高

山阻挡，使南下冷空气侵袭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有所减弱，因

而冬无严寒。

j．．2．建置沿革
‘

．’．：

，
．

、

距今3万年前，今昆明地区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①，j、距

今1．2万年前，滇池周围的居民已进入新石器时代②。．1975

年在市内岔街出土的青铜器物表明，在战国至西汉期间，滇

池地区已是青铜时代：这一时期，今昆明城区为滇国疆域。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刘彻在云南设

益州郡，郡所属二十四县之二的郭昌县，其辖地包括今昆明．

①胡绍锦；《龙潭山旧石器文化遗址》，载《昆明市志长编》卷一，

第39页。

②胡绍锦：<(滇池周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昆明市志长编》卷

一，。第5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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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郭昌是汉武帝时的将军，因讨平滇池地区有功，．以他

的名字作县名，．后改名谷昌县。三国及晋代，谷昌县属建宁

郡管辖。隋代，今昆明城区属昆州，又称昆川①。 ，

唐初，南诏崛起，以今洱海地区为统治中心，建都太和：

城(大理)，并积极向东扩张。南诏王阁罗凤亲自到昆川巡，

视，认为“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南诏德

化碑》)，于是派长子风伽异于唐永泰元年4765年)在昆

川筑城，名拓东城，寓南诏开拓东疆之意。拓东城的位置约+

在今盘龙区东南部，东起五里多，西至得胜桥附近，南迄佴j

家湾南天台，北达今拓东路至东风路之间②。拓东城是昆明．

城区可考的第一座城。 ，

唐建中二年(781年)，．南诏改拓东城为鄯阐。唐元和四·

年(809年)’，称鄯阐为东京。唐咸通元年4860年)。又称：

东京为上都。871年，世隆在拓东城称帝，立鄯阐王宫，．南

诏的军事、政治中心逐渐由阳苴咩城(今大理中和镇)移至．

鄯阐。i j。
一．‘7．．‘．。’

-

。·。’．

公元937年，大理国建立，封功臣高智升为鄯阐·演习

(鄯阐府最高军政长官)。鄯阐为大理国八府之÷，所属有晋

宁、嵩明、禄丰、’易门、罗次、安宁、昆阳等地⑧；大理国

仍以鄯阐廊为东京；在鄯阐设东府40衙约在今威远街省人
·。●、

‘

t．

．

{r· ’：
．

．

r+

①《旧唐书》卷西十j．“地理．志一：： ．． ，．。； 一，． ．1‘

②李家瑞：《南诏拓东城的地点究竟摩哪皋))·，载‘云．南．(<：卷术研究巍}饕27

每5胡第51：·54页，-夸寅·。!昆譬地区声城孝》!一掌’《?昆明市壹长挚》’＼
卷一，第158～16l页·

’

． ．
一

⑧方国瑜·袋昆明沿革考略》·’
，·7．．；：j!．．。．。．⋯：。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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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银行行址一带)。
’

1254年，元军攻灭大理国，结束了南诏、大理政权割据

云南500多年的局面。1274年，建立云南行中书省。：1276年，

省治由大理迁到昆明。从此，昆明成为云南省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j． 元代的昆明城称鄯阐、中庆、鸭池、押赤、雅歧，其范‘

周是西达福照街、鸡鸣桥，南迄土桥，东临盘龙江，北至五

华山。今盘龙区为鄯阐城东部。元代设在今盘龙区境内的官

I邸、衙门、重要建筑有梁王府(在今庆云街东段)、肃政廉

访司(在今威远街)、地藏寺(在今拓东路古幢公园内)．、

‘安国寺(在今报国街)、万庆寺．(在今自塔路)、大德桥
’ (今德胜桥)、至正桥(今敷润桥)、白塔(在今白塔路)

等。关于白塔， 《滇绎》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南诏野史》．

目： ‘自塔在东岳庙前，又名万庆塔。’六百年物也，塔基f

．+方洞，容人行。．辛亥41911年)秋毁之⋯⋯唧白塔东不远

，处建有三个塔式烽墩，民国初年移至大观楼，建“三潭印

月”①。

． 明代，昆明是云南省治、云南府治、．昆明县治所在地。

’洪武十五年4：1382年)开始修筑云南府砖城，城周长9里3

．分，高3丈，有6座城门，皆有门楼。在今盘龙区内的有南

门，名丽正门，上有向明楼(清初改名近日楼)’大东门，

名威和门，上有殷春楼，小东门，名敷泽门，上有璧光楼。

设在今盘龙区内的卫所有左卫(今报国街一带)、广南卫
<今大、小绿水河)。官邸、衙署有黔府(今文庙街市群众艺

①见民国i3年《昆明市志》。

4。



术馆)、巡按察院、都察院、布政使司署、提刑按察司、都

指挥使司等都集中于今正义路、威远街一带。 f。

清代沿袭明制，昆明仍为省治、府治、县治所在地。在

城区十八铺中，在今盘龙区的有云津铺(今巡津街)。、三义

铺(今木行街、三义铺)、，石桥铺(今盘龙路)、三元铺

(今拓东路西段)、咸和铺(今长春路东段)、敷泽铺(今珠＼

’玑街)、太和铺(今太和街)、高山铺(今高山铺)、临江

’铺(今临江里)。t ．

在今盘龙区内的衙署有：云贵总督署(今人民胜利

堂)、布政使司署(今威远街)、按察使司署(今庆云街

中级人民法院)、交涉使司署(今中华小学附近)、劝业道

署(今景星街)、巡警道署(今报国街)、云南府署南关同

．知署(今新祥云街)：接官厅。(今拓东路拓东一小)．o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0月30日，昆明举行“重九起

义"·①，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地方政权。同年，废云南

府，-保留昆明县。民国8年(1919年)一划城区设昆明市，置

市政公所。1928年改市政公所为昆。明市政府，辖6个

’区，．在今盘龙区范围内的有第一区、商埠一区、商埠二
／ 7

7，

区。 ·

j^一 ． ． ．，

／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起，全国许多大专院

。腋、科研机构、-F_广、文化团体等陆续迁入昆明，促进了昆
／明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南屏街、近日楼、‘晓东街’

／o带迅速发展成为市区金融机构集中的篝华闹市。 ．．

、

t

／． 7解放战争时期，近日楼城墙成为著名的民主墙。
‘’

f
’‘

·．

／、———————．．．．——．。．．．．．．．：．．：．．j二—j。．．．．．．————：—．—：．．．．．．．．——．————．．．．．．——．一：1，．：、，‘·‘～’，／ ①10月30H为农历九月初九日，故名。置九起义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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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当时，昆明市辖八个区。

1953年，昆明县划入昆明市，昆明城区合并为一、．二、．三、

四区。1956年，、以一、三区合为盘龙区。
’

3．文物分布

盘龙区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

史，而作为古代人类居住的“邑聚"，那就更要早得多，岔

街古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说明：自战国时期起，这里已有人类聚

居。从青铜时代起，几乎每个朝代都留下了作为历史见证的

文物。公元765年修筑的拓东城，土城虽已无存，而建城的

地址就在盘龙区内。始建于唐代、清光结年间重修的东寺

塔，至今仍矗立在书林街。宋代大理国时期，留下了被誉为

口滇中艺术珍品”的‘“地藏寺经幢”。元代，首任云南行省

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纪念冢在今五里多小学内。赛典
赤·赡思丁在昆明修建的水利工程中，经过区内的有金i汁

．河、盘龙江，至今仍造福于全区人民。．．始建示元大德元．午

(1297年)的大德桥(得胜桥)。，，横跨盘龙江上，成为联接拓

东路和金碧路的交通要道’(1988年因城建需要拆毁改建)o。t

，昆明的回族和伊斯兰教徒是元代开始迁入的，．始建于元代的．

正义路南城清真寺，．正好是这_历史时期的见证。明代修踟

的砖城，。城墙、城楼虽已拆除，而在其遗址上形成的．青年

．路、南屏街、，东风西路则已成为昆明的主要街道。拓东路上

留下的始建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的“真庆观?，直建筑

群，说明了明代道教在昆明的盛行。清代，云南爆发了以回

族杜文秀为首的各民族反清起义01起义失败后，i滇西伺民遭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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