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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古碑存文錄》

内容概要

李定一 序節錄：
大理在唐、宋时期是南诏和大理国的都城、云南的政治中心，元、明、清时期滇西的重镇，文化发达
，人才辈出，历史文化 积淀深厚。在诸多的古代历史文化积淀中，碑刻文字是极为丰富 的部分。大
理市文化局在编纂《大理市文化志》过程中，对历代碑刻给予了极大重视，进 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理，
拟在该志的艺文门 类中，收入这些碑刻文字。最后发现，现存有文字记述人事的古 碑(含拓片)仍
有400余块，文字在35万字以上。显然，市文化志 的艺文部难于收容这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文字浩
繁的古碑刻， 因此决定将古碑文另成一书，名之为《大理市古碑存文录》，作为 文化志附篇。编辑
出版。这既免去文化志艺文部类的臃肿，更可
以保存许多珍贵的史料。
对古代碑刻，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各有赞美之词，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我们在读《大理市古碑
存文录》的时候，不敢妄加 称美，但可以说它是大理古代文化资料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凡大理的
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宗教乃至民俗风情、地理 山川I、宗族系谱、姓氏名讳、人口结构
等等的历史状况和人物活 动，都可以在这些碑文中看到或多或少的记述，探索到它们一些 发展演变
的脉络。加之大理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们就具有更 为广泛的参考价值。特别指出的是，明朝在征
服了云南之后，对 盘据大理根深蒂固的段氏及其地方势力，施行彻底清除政策。镇 守云南的沐氏对
大理古代文化采取摧毁的做法，凡官府文献、民 间典籍，皆焚之一炬，且连石头的碑刻也在劫难逃。
本书收录元 以前的碑刻30余块，其中大多数是70年代从建于洪武年间的 大理五华楼遗址下清理出来的
地下物。这对宋、元期间历史的研 究，具有很高参考价值，尤显得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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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古碑存文錄》

精彩短评

1、明朝有些碑刻挺搞笑的，讀秀上記得打大理（市）古碑存文錄，不然是找不到這本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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