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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几何时，石林还是苍茫荒凉的石头原野，封闭和贫穷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石林人，除了感叹造物主的
神奇伟大之外，剩下的只有劳苦和叹息。
石林峰丛中吹过的风，倾诉着它们沉默的忍耐和铿锵的努力。
曾几何时，这种沉默和铿锵熔铸爆发出一场场震撼世界的怒火，燃烧和改变着压榨无所不在的世界。
20世纪中叶，抗争和解放的圣火映红了滇桂黔，劳苦的民众通过自己的勇敢抗争走上自己当家作主的
发展之路，通过自己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不懈努力，重新塑造和不断改善着自己的新生活。
弹指一挥间，随着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号角的吹响，我们所处的世界如同一列无处不在的隐形列车，
急速驶进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却又充满机遇的世界。
当今与我们面对和急迫需要建设的石林，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和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的所
在地，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的精华、中国阿诗玛的故乡。
”奇特瑰丽的自然景观、博大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居于云南省会门户的地理区位，为石林在新世纪
的跨越发展奠定了举世无双、珍稀宏富、不可违逆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基础。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条件催生孕育下，石林的发展基础更加
引人注目，石林的发展机遇更加激动人心，石林的发展前景更加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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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民国石林社会研究文集》是我们编辑出版的“云南史志丛书”的第一部，
主要选编民国时期石林（原路南县）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成果。
由于距离省会昆明不远，交通相对其他地区便利，自然景观奇特秀美，社会形态典型独特，加之有清
末民初的西方传教士调查研究的基础，民国时期各界学者在石林的各种调查层出不穷，但最突出的还
是集中在地质矿产调查、社会文化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调查研究等三大领域，并取得一批举世瞩
目的成就。
搜集整理和分类出版这些历史文献，为当前石林的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服务，为“文化石林”建设服
务，是我们地方志办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我们新时期地方志工作一项重要的职能职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

书籍目录

一、引言二、设治沿革及名称来历三、地势和土壤四、山脉和河流五、区域和人口六、交通七、物产
八、名胜古迹附录：杨一波先生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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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铁赤河即大赤江，又名大池江，发源于沾益县打鸟哨，经陆良入路南境内，有小兑冲小河
来汇，至石滩附近，又有甸尾河来汇，再下又有耿家营小河来汇，经北古城即人宜良境内，流至红石
岩，又人路南境，经徐家渡至禄丰村，纳巴盘江入华宁境，再人弥勒经十八寨，往北又转东，流入黔
南，更转至广西，为西江上源之一。
此河春夏水涨，宽十余丈，秋冬枯落，涸至丈余，上游向有船渡，下流石滩险恶，不能通航。
且每年两季水涨时为害颇大。
2．巴盘江又名巴江，俗名东山河，主源发源于城北四十里站屯，流经和摩站，南汇大村龙潭水，仍
南行至大小阿艺林（即乐尔村）西出天生桥，复折而南，经鱼龙坝至堡子，而白龙潭水来汇，至小乐
台旧，而黑龙潭水南东来汇，水源增大，浩浩往南直流，经流区域，均为良田沃壤，南流至三板桥，
有会通河来汇，至板桥有几湾河。
来汇，至桃溪村附近有马料河来汇，至小矣马伴有小河来汇，再往西南流，经夹谷，由三十丈岩壁，
跌落而下，构成大叠水最壮观之瀑布，再下至禄丰村，即注人大赤江。
巴盘江经流区域，白源至尾，约计百三十余里，若联其支流计算，则浇灌流域，在五百里以上，水利
之丰厚，全县人皆食其利，沿河设置水碾之处甚多，将来利用以设水电站，预计当在十万瓦特以上。
有人以大赤江比为黄河，巴盘江比为长江，实在有些想象。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的，就是巴江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呢？
因由黑龙潭流出时，曲折如巴字，故有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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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是我们编辑出版的“云南史志丛书”的第一部，主要选编民国时期石林（原路
南县）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成果。
由于距离省会昆明不远，交通相对其他地区便利，自然景观奇特秀美，社会形态典型独特，加之有清
末民初的西方传教士调查研究的基础，民国时期各界学者在石林的各种调查层出不穷，但最突出的还
是集中在地质矿产调查、社会文化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调查研究等三大领域，并取得一批举世瞩
目的成就。
搜集整理和分类出版这些历史文献，为当前石林的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服务，为“文化石林”建设服
务，是我们地方志办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我们新时期地方志工作一项重要的职能职责。
本文集共收录抗战时期五位大家所作的文献六部（篇），按照一定逻辑关系编排刊载。
全书的核心是李有义先生未曾公开发表的力作《汉夷杂区经济》，其他作者的文章则从各自的角度和
视野，强化和丰富了对石林“汉夷杂区社会”特质的认识，形成了一个独具慧眼、方法多样、叙述精
妙、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学术体系，呈现出某种“多学科”协作成果所特有的魅力。
杨一波先生《路南县乡土地理大纲》和李埏先生《路南县乡土历史大纲》，原本是民国28年（1939年
）8月油印出版的《路南县乡土志辑要》的两个部分，编辑中根据本书体例分开进行了编辑。
李埏先生1947年搜罗编纂的《路南县沿革大事系年》原本打算单独作一部分刊出，但因其结构特殊不
易单列，最后只能作乡土历史大纲的附录。
楚图南先生的《路南夷区杂记》取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楚图南著译选集》，并参照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楚图南集》进行校正。
施蛰存先生的《路南游踪》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利2001年出版的《北山散文集》。
为方便读者，编者为五位作者整理了一份简单的小传，加在各部分的末尾。
在《汉夷杂区经济》部分，还特意刊登了陈国保、金学丽写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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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夷杂区社会研究:民国石林社会研究文集》云南石林史志丛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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