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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发展大理的旅游事业，让世界和国内更多的朋友了解大理，让大理走向世界，云南人民出版
社在大理组织编写《新编大理风物志》一书，这是一件“功在千秋，惠及子孙”的好事。
同时，也是文化工作者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共十五大会议精神和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任务的具体行动。
此书的出版发行，将对大理州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旅游事业的兴旺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新编大理风物志》，采用新型的地方志体例进行编撰，汇集了大理从古至
今的各个方面的资料，范围广泛，内容丰富。
其中有很多的新资料是过去介绍大理的各种文化旅游书籍所没有的。
《新编大理风物志》按照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风物志丛书》的统一编写要求，突出地方优势和民族
特点，全书具有“新、特、名、重、美、简”等优点，读后使人受益不浅。
它是广大读者认识大理的良知益友，是了解大理的窗口，是旅游大理的向导。
同时，也是对大理人民特别是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国情和地情教材。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愿将它推荐给广大的读者和青少年朋友们。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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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圣源寺又作圣元寺，在大理市喜洲镇庆洞村，据《重建圣元寺并常住碑记》记载，圣源寺始建于
隋末，唐代扩建，元、明、清时多次复修重建。
传说唐贞观年间，观音大士开辟大理时，曾在此显圣，黄鹿、白象显异瑞光弥岭，蒙氏随后在此建寺
以纪盛。
宋真宗时段氏重修，使圣源寺成为大理的佛都。
圣源寺由佛教和本主信仰的三座殿宇所组成，北边为本主庙神都，祀爱民皇帝，中间为大殿，内祀佛
教三世佛，南边为观音阁，内祀观音大士（男像），融本主崇拜和佛教信仰为一体。
大殿建筑规模宏敞，在大殿的每一块天花板上，都绘有佛教故事的绘画，形象逼真。
在格子门上，刻有《白国因由》的故事。
观音阁原为阳溪杨氏阖族宗祠，立有《圣元西山记》碑，记杨氏宗族源流，以及明初重修圣元寺西山
兰若诸事。
在其碑阴有明代白族文人杨黼撰写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白文碑（今存大理市博物馆），是研究
大理白文极有价值的珍贵文物。
所谓白文碑，即用汉字记白语，只有会白语懂汉话的人才能读通。
这块白文碑由十韵山花调组成，为研究明代的白语和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观音阁的前身即圣源寺，历史悠久，已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神都是大理白族人民朝拜500神王“绕山灵”庙会的中心，会期为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届时成千上
万穿着民族盛装的白族男女老幼，弹奏着乐器，抬着柳枝，边唱边舞，汇集到这里，举行盛大的民族
歌舞活动，通宵达旦，尽情欢乐。
神都是白族人民群众本主崇拜的主要场所，据《重建神都照壁碑序》记载：“隋末唐初之际，邪龙为
祟，荼毒生灵，大士现长者之身，神灵有护法之力，德在生民，恩周六诏，此泽国所以为香国，而佛
都因以并神都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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