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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准备在昆明举行，大会有一项学术活动就是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点考
察。
云南大学在2000年完成了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2003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时寨调查工作之后，紧
接着从2003年底又开始了“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及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的工作。
这项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云南省十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长期跟踪式的学术研究。
到目前为止，这十个研究基地都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基地建设也比较成熟。
显然，此次人类学／民族学大会选择的四个考察点理应出自这十个基地，但由于除了石林县诺黑村、
弥勒县可邑村、通海县纳家营村三个学术研究基地离昆明较近，便于学者们进行学术考察之外，绝大
多数学术研究基地都远离昆明，往返所需时间太长。
于是，大会筹委会决定在这三个学术研究基地之外，新增加一个离昆明不远，有一定代表性的村庄作
为考察点。
而云南大学原有的研究基地中没有汉族社区的研究基地，故而筹委会倾向于选择一个汉族社区。
有关部门经过认真地讨论之后，决定把这个考察点设在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镇的大营街居委会。
选择大营街作为学术考察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营街有“云南第一村”的美誉。
通过大营街可以展示中国农村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成就。
当这个工作正式开始的时候，离大会预定召开的时间仅仅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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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村因其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获得"云南第一村"美誉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营街只是成千上万中国普通村庄中的一个。
近三十年来，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及集体化的道路使大营街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村庄。
 　　本书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医疗卫生、信息传播与传媒发展、民间习俗、民间艺术、
宗教等方面描绘了大营街发展的基本状况，并对大营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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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红塔区区域在先秦时属古滇国地，在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俞元县，境内属俞
元县地。
蜀汉时为建宁郡俞元县地。
两晋时为晋宁郡俞元县地，梁时其地为段氏所有，属西爨地。
唐贞观年间，置求州，红塔区域即为所属。
玄宗时，云南为南诏控制。
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南诏以澄江为河阳郡，郡下辖温富州。
温富州的设置，使玉溪市红塔区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成为州一级的行政单位；宋代大理国时为休制部。
蒙古军队进入云南后，最初在全省实行军事管制性质的行政机构。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立云南行中书省，置澄江路，下设新兴州。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澄江路为澄江府。
清代沿袭明代设置。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废除府州制，改新兴州为新兴县，隶属于滇中道管辖。
民国二年（1913年），因与广东肇庆新兴县同名，改称休纳县。
民国五年（1916年）因玉溪大河“形似玉带，溪水清澈如碧玉”而改名“玉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1月1日，云南省滇中专员公署和玉溪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专署、
县府驻玉溪州城。
1958年10月，江川、玉溪两县合并，称玉溪县，至1961年10月，又分设二县。
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
1997年12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玉溪地区和县级玉溪市，设立地级玉溪市；玉溪市设立红塔区
，以原玉溪市的行政区域为红塔区的行政区域。
1998年3月15日，原县级玉溪市随玉溪地区改为地级玉溪市而改为红塔区。
到2005年，红塔区设玉兴路、玉带路、凤凰路3个街道办事处和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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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参加大营街调查的调查组一共由9人组成。
组长马舯炜，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组长孙信茹，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
士研究生；组员马骏，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李德建，云南大
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李菊梅，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师；王莹
，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师；李菡静，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研究
生；于漪，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民族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黄金邦，红塔区文化馆退休干部。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调查组采取了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调查。
每一个专题都熔铸了多名调查组成员的心血。
整个调查方案的设计和调查工作的实施由马舯炜和孙信茹负责。
人口方面的调查者：马骏、于漪、王莹。
经济方面的调查者：李德建二李菡静、马舯炜。
社会政治方面的调查者：孙信茹、李德建。
教育方面的调查者：李菊梅、于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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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云南第一村:红塔区大营街的人类学考察》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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