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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文化志》在县文化系统各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

老，中、青几位热心同志的辛勤劳动，度过了多少个挥汗如雨

的自天；多少个难以成眠的夜晚，广征博采，三易其稿，终予

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云县文化史上又一个丰硕的成果，值

得庆贺。

《云县文化志》第一次记述了云县从古至今有关文化方面

的史料，在人们眼前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文化历史画卷，从

它丰富的内容来看，都将在“资治，教化、存史。等方面起到

不可忽视的作用。

云县新石器遗址的发现，战国晚期石寨山型铜鼓的出土以

及民间蕴藏着的极其丰富的打歌唱调、民族器乐曲，民问故事

和一切民族娱乐活动等，充分证明了云县文化具有悠久的、足

以自豪的历史，只可惜在明朝以前找不到文字的记载，遂无资

料可供考查罢了。留下那么一个大空白，当然是十分令人遗憾

的事。 ．

《云县文化志》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在文化方

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其中不乏傥秀的文学、音乐、戏剧、舞

蹈，美术，书法、摄影等作品，也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一定素

质，能为家乡文化建设默默奉献的人才。文化志用简炼的笔

触，把这些人和事都记述下来，不仅是为写历史，而且也为



致磨灭。

一个真理，云县并不是一片荒地而

勤耕耘，就会结出丰美的硕果。这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

济予以巨大的影响。目前我国正进
’

华民族的文化，使其为当前的政 }

不容缓的大事。
一

志》的问世，希望云县文化工作不

杨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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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写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详今

为今用，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不作规定，下限到1990年，志文翔

了云县文化艺术的史实，按横排纵写的要求，大事记

史可考的年代，个别章节在年限上略有突破，以保持

续性。
‘

三，本志共分13章45节，由述，记，志、录四种

成，配以图表、照片等资料综合表达。概述、大事记

．之前，图表分散于志文各章节之问。附录排予全志之

查阅。

四、本志民国以前资料；多数取用于《云县志》

口碑补充的，都经过考证。凡清朝之前的历史纪年，

数字，后加括号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公元纪年，‘民国年月，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仍用括号标明公元年月。

五，凡志文中的老地名，均用括号注明当今称谓。如。顺

宁(今凤庆)，缅宁(今I晦沧)，蒙化(今巍山)，永昌(今

保山)等。

六，本县1959年1月至10月15日曾一度与凤庆合并，称云

凤县，但因时间不长，仅9个多月，对文化单位除人员调动

／步



外，无较大影响，故未作详写。

七，本志文体为语体文，用标准简化字书写，所有计量均

用阿拉伯数字，不用分节号，保留小数蔗。写法为35876和

246．5等式样。
～

．

八、本志中20，30，to、50，60，70，80年代，均指20世

纪。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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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云县是多民族杂居的县。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活动

方式。流行在民间的各种山歌，情歌。舞蹈和民问器乐曲，都

具有不同的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无论在城镇和农村，这些社

会需要，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互相交融，互相影响、互

相吸收，从而形成了本县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它既

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又是各民族群众在社

会活动中感情交流的重要方式。千百年来，经过历代劳动人民

的刨造，改进，丰富和发展，一些民族的传统节日和庙会，生

产劳动中的山歌即兴对唱，办红白喜事时的。打歌”，一直流

传至今，仍保持着它的活力，只不过内容随时代进步而花样翻

新罢了。 ；

追溯云县的文化厉史。据《云县志》上编记载t明熹宗鼍

启年问(1622年——1627年)，金可教任云州知州，教纺织，立

学校，到清代的膀云书院．庆云书院设立后，．才萌生了民

间组织的洞经会，后又有刘滋阖创办的约梅吟社民国初年，

县知事张肇兴组织了鸣琴学社，培养了一批本地的诗文作

者。如张绍仁，卢光华，赵南卿，宋遇春等。编抄出《鸣

琴诗课》十本，录诗二百多首。随着外地滇戏班的流入，

茂兰和云城两地。玩友班’兴起，热心人筹资购鬣。行头。

(戏剧服装)和。场面”(滇戏打击乐)逢年登台献艺。

民国22年(1933年)，成立县民众教育馆，曾组织举办书

l



报阅览，通俗演讲．编辑墙报、唱歌演剧等活动，但仅局限予

县城。民国20年(1931年)，云县在昆明读书的学生筹资捐

款，办《旅省学生会刊》，出了三期。民国35年(1946年)，

云县学生又在昆明出版《云鹤》杂志三期，为云县最早的铅印

刊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教唱《金风予开红花》，《共

产党呀象太阳》等歌曲，城镇各街联组织秧歌队， 。舞龙灯、

庆翻身”，一般新的群众文艺活动的热流，在城乡掀起，随着

工业，农业，交通、教育，卫生，科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

展，本县文化事业与设施逐年增加。到80年代末期，县文化

馆．县图书馆，县新华书店、县电影公司已初具规漠，县城，

草皮街和漫湾镇均建有电影院，十四个乡镇都有文化站和露天

电影场，全县农村有放映点180多个。近40年来，在“百花齐

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全县文化系统的广大职工

积极工作，开展多项业务活动。如举办美术、书法、摄影、花

卉，树根造型展览，纽织参加全区业余文艺汇演或专场演出，

编辑油印，铅印乡土文学刊物，搜集整理民族民问文学和音乐

遗产，开展象棋，吉它、青年歌手有奖赛活动，宣传报刊文

摘，多种形式的图书流动与借阅等，已使边陲小城的文化艺术

活动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本县作者的版画，剪纸、诗歌，散

文、戏剧、摄影、书法，音乐等作昆，1974年后多次参加省地

各种展览并陆续在全国和省地各种刊物上发表，并且有的获

奖。农民画和科普画刨作，也曾时兴了几年，而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本县少年儿童美术作品，数次飘洋过海，到日本和阿根

廷展出。这些或大或小的文化艺术成果，已成为本县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财富，它为提高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素质，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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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末期，幸福农场业余演出队到县城演出花灯歌舞，

深受群众喜爱，一时四下传播。后县商业局到昆明购置服装道

具，组织业余演出，与云县一中等单位到跃进大沟工地慰问。

1960年初，由县文教科李彪和教师杨光汉负责，成立云县花

灯团，招收青年男女32人，排演了《万盏红灯》、《双采

花》等花灯歌舞，因经费来源困难，年底宣告解散。同期，爱

华镇业余滇剧团排演了《排山倒海》，《小放牛》等剧目，在

城乡演出。1964年云县一中师生排演大型花灯剧《年轻一代》

在大武庙剧场公演，继后，云城德胜、燕宝、茂兰哨街等地农

村业余演出花灯繁荣一时。1965年底，在全县举行文艺会演的

基础上，由县文教科抽调县级机关予部及涌宝，德胜，栗树等

地业余文艺演出骨干，组团到临沧参加全区首次文艺调演，演

出的节目中拉洋片《歌唱王杰》．花灯尉《赶鹅》，说唱《欢

唱甘蔗大享收》颇受好评。1966年2月，县文化工作队成立，

“文化大革命”期问更名云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粉碎。四人

帮’后，这支20多人的文艺队伍认准方向、扬己之长‘学习编

排和上演了大量云南花灯剧目，先后两次参加临沧地区组团赴

昆诮演，E仓5的大型花灯剧《金鸯三赔娘旁j花灯剧《山歌

妹》分别获行酱文化局、省文化局奖励。1980年至1984年，县

文工队还分别到全区其他七个县巡回演出。39年来，全县除

。文化大革命”时期宣传队演样榜戏，县城业余剧团演样榜

戏，城乡男女老少唱样榜戏外，分别二：j二1965年，1969年、

1972年搞过三次大的会演，而机关、学校，厂矿、农村逢年过

节组织文艺演出更是从未间断，音乐、舞蹈、戏剧新人不断涌

现。省，地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都有本县人才。

据1990年统计，全县十四乡镇文化站报批了录象放映点55

个，多数都有固定的放映室，报刊图书借阅已建立制度。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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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放映单位56个，全年放映10148场，收入‘2．8I万元，观众

3357172人次，年内城乡每人看电影10场(次)发行收入16．78

万元，县内有新华书店门市8个，售书点25个，全年营业额

982118元，人均购书2．55元，售出书画1177422册(张)，人

～均3．12册(张)，县图书馆藏书4．1万册，订阅各种报刊杂志
’

184份，有报刊杂志阅览室、儿童读物阅览室、综合书库等四

个，全年图书外借，内阅流通20329人次共68129册次。全县人 ‘

均藏书量0．1册，与全国人均藏书量0．25册相比，低0．15册。

全县文化系统职工队伍由原来的40多人增加到80多人，从事电

影，录像、图书等文化个体户150多户，从业人员300多人。这

支队伍宜接服务于城乡广大群众，成了，云县两个文明建设不可

缺少的一股力量。

1982年4月，省、地、县组成临沧地区文物普查队，在云

县进行了13天的普查，取得了第一手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基

本上搞清了云县的文物情况。

通过文物普查，发现了新石器遣址，青铜冶炼遗址及采集

点30余处’古建筑．古墓葬多处，铜石并用时期的石范和一些

重要的碑文．石刻。从忙怀等地新石器遣址的发现和发掘，证

明在四千多年前，云县就有人类的繁衍和生息，为研究原始社 ．

会晚期云县的历史和民族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

幸福下曼品村铜鼓为出土，袁木匠村石范和大绿荫塘菁青

铜冶炼遗址的发现．为证明云县古代先民自己能制造青铜文化
’

提供了实物资料。

清代以至民国时期，先辈人对古代的珍贵文物均有收藏和

记载，《云县志》上编卷八有(<金石》一篇，记有钟鼎仪器、‘

造像．印章、碑碣、塔幢等目，其中如⋯玉皂阁铜钟，高三

尺，径二尺，重四百斤。僧人叩之，声闻数里，为云县最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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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但已是名存实亡，不知其下落。文物一栏，记有杨国翰

端观一方，现为其五1堡孙光辉所收藏。

云县的文物工作，虽然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存在空

白。特别对于民族文物，收藏甚少。至于革命文物，更是缺少

收集。新城大歇场吊棺墓，是晚、清以来，傣族土司头人的历

代墓葬，至今遗址不明，而其中奥秘，还有待后人去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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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明代天启中(约公元1624年)，湖广兴山人金可教任云抛}

知州，开始教导云县人民纺织、创立学校。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云州始设瞻云书院，教民读书。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将瞻云书院改为云州书院，藏

书没有记载。

嘉庆年间(约1867年)，州人李庆春倡导，选送十八人赴

昆学习洞经，回来后，成立了云县洞经会。

同治十年(1902年)，州人列榜刘有培等，察请知州唐宋

灏，以回将大司阃宅等作为书院，改名为庆云书院，并著有

《来青诗集>)。 ．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河南举人雷元澍任云州知州

时，．每月到庆云书院做月课、改作业，筹款购置书籍。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川人知州曾楫筹措部分款项，

购置书籍，分别发给了勐稿(今涌宝)．勐郎(今茂兰)，茶

房等地蒙养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著名滇剧旦角刘金玉率天庆班

来云县城隍庙万年台演出，演唱了大本《目连》，为云县开演

滇剧之始。

宣统二年(1910年)，滇剧专业戏班班主李宝奎，枣该班

来云县演唱滇剧，本县的滇剧爱好者拜师学艺，形成了业余演

唱组织雏形。

宣统三年(1911年)．州人岁贡孙人俊寿辰，门客王鑫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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