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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花炮成为商品后，与醴陵的经济、文化紧密相连，且互相影响，互

相促进。直至与陶瓷并驾齐驱，逐步形成其在整个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醴陵花炮志》的编辑出版，’是一椿值得庆幸的大事。

醴陵是湖南鞭炮生产的中心和发源地之一，又是花炮业师祖李畋的

故乡。醴陵花炮始于唐朝，在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中，几经兴衰，历尽
』

‘

沧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生产形式，制作
I

。

工艺，产品结构、流通渠道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交化。1990年，全市有

村以上花炮厂近三百家，在厂职工和厂外加工人员约16万人，花炮总产
、

．
t

值2．1亿余元，占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一以上，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和亚、

欧、美洲的so

系统地，

中得到借鉴，

济的宏观调控

市地方志

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实地记述醴陵花炮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便于人们能够从

对于继承，巩固，发展醴陵花炮工业，。加强对整个醴陵经

和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将发挥巨大作用。
‘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有关部门，按照出版。醴陵地方志丛

书扫的统一部署，从1987年起，着手《醴陵花炮志》的编纂工作。虽然

历代志书对花炮无详细记载，近代史料又残缺不全，但由于编纂人员的

艰苦努力，博览广采，／深入调查访问，收集了240余万字的资料。在此基

一l一



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复修改．几经寒暑，完成了这部12万余字
●

●

的志书。在编纂过程中，还得到了湖南省、株洲市和市内有关部门的大
． ’’k、

’

力支持和有关专家、学者的亲切指导。在此，我谨代表中共醴陵市委和

市人民政府，“--并致以谢意。

_’ t

‘陈二信。。来’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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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二“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醴陵花

炮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力求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横分门类，纵写历

史，除卷首、概述，大事记、特载、附录外，设11章29节。除因事系人

记述了少数典型人物活动外，另设人物传。

三，本志所述产品包括烟花和结鞭与未结鞭的鞭炮两大类。统称

膏花炮劳。习惯所称膏编爆带、 “鞭爆一、 。爆竹一，均称“鞭炮一。
，

，

四、．本志以时系事，记事溯源，下限1990年． ．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湖南省、湘潭市、醴陵市档案馆和市统计局、

供销社、’外贸局、乡镇企业局及有关单位．部份资料分别引自《中国实

业志》、民国版《醴陵县志》’：《湖南省浏醴之鞭爆》、《湖南之鞭
d

‘

爆》，一般不再作注。

六、本志记量：产量为。箱一，产值为矗元一 (巨数为膏万一)，

用阿拉伯字书写，小数点后记两位数，余四舍五入。面积用平方米，平

方公里；旧人民币值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值。
●

， 七、本志所记地名，以《醴陵县地名录》为准。 ．

八，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汉字先书朝代年号，再注公元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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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字书写，每章第一次出现时，注以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阿拉伯字书写。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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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 ，；， (～。‘， ， ；，
。

醴陵是湘东门户，位于东经111 69’49”至113。45’43”，．北纬27 922’

15”927。58’7”{f东邻萍乡，，南接攸县，；西连株渊，北界浏阳：总面积

2157．2平方公里． ／

、

“

醴陵于东汉初置号，‘隋初撤县，唐初再设县，元初升州，睨洪武二

．年51369)，降州为县，198s等改市·1990年，全市设10爪工作委员会，

辖33个乡、8个镇‘4个街道办事处，有680个村、2个非建制镇、54个居

委会，总人口9罗7071人。 ， ．

。

。
’、

。， 蹲陵交通方便，浙赣铁路横贯东西，湘东铁路和醴浏铁路(窄轨)

连通南北。公路有京广线、上昆线两条目道在城区交汇，与市道、’乡道

．强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络。航运以渌水为主，可直达湘江．由于商品生．
一 产的迅速发展，加上过去的商业基础，以陶瓷、花炮，建材、食品等商

’“

品的专业订货与批发市场为主，结合消费品市场和农副产品为主的集贸

f市场，醴陵已成为湘东地区物资集散、贸易要地和外贸出口商品生产基

地。。 ，

．

，

，

‘一 (二)
．

醴陵物产丰富，经济较为发达。东汉时即有较大规模的陶器生产作
，



甄还 ， 1 ．

坊。唐初始产鞭炮。宋初引种双季稻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发展较

． 快。南宋至元初，是醴陵历史进程中的兴盛时期之一，谷米大量输出，

鞭炮开始销往湘江沿岸和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商埠。 ．

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境内战乱与灾疫不断，幸存者外逃，农田荒

芜，。经济萧条，花炮生产濒临绝境。政局初定后，t两次接纳大批外地移
，

～‘ -

民入境垦荒，恢复农业生产，花炮生产也得以延续恢复，成为上东乡农

民的重要家庭副业。
、

。． ．

清雍正七年(1729)，开始生产瓷器。成丰，同治年间，城乡鞭炮
● ～

生产复兴，产地遍及富里、r官寮(今南桥)、t白兔潭，仙石，浦口，王
●

，

坊等地，与浏阳的金刚头、大瑶和萍乡的上栗市等产地连成一片，形成

地跨两省三县的花炮集中产区。陶瓷、花炮二业的兴起，开始改变醴陵

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并给地方经济注入新的活力。r从晚清开始，一些
●

I

地主的经营兴趣，’特别是民国时期，许多国民党的高中级军政人员的经

营兴趣，开始由土地转向工商业。清末至民国，商品经济虽有所发展，
●

但相继受挫于几次大的兵事活动。 t

1949年7月后，虽然有过某些失误，但国民经济的发展仍然很快，41

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县近两千年来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在

两百多年的工业发展过程中，有的工业门类得到发展，有的被淘汰，由

自发的调整到有目的的调整，逐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以陶瓷、花炮为

龙头的工业体系。‘醴陵被誉为瓷城和花炮之乡，又是湖南发展双季稻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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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心。1981"-'1985年，以花炮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总产值，连续5年居全

省首位。1986---,1990年，居全省第二位。还涌现·批产值过千万元的花

炮生产企业。I ，

。 ．，

“

1990年，全市社会总产值13．54亿元，国民生产总值6．39亿元，国民

收入s．52亿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23倍、12．5倍和13倍。社会总产值

‘

中，工农业总产值为12．37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95780万元。‘工业总

产值中，花炮工业与陶瓷工业产值之和达42771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

’

0

44．五8％。 ；- 。

’

‘ 。 d f ’

(三)
，

醴陵是花炮业师祖李畋的故乡。4李畋使用。爆竹一 (用竹筒装上火

药，点燃后产生气浪和硝烟)驱散瘴气，控制瘟疫流行和为唐太宗李世

民矗驱鬼祛邪”的故事，不仅载诸五代野史，而且流传至命李畋的出

生地一一麻石，是醴陵花炮的发源地。开元年间，以纸筒代替竹筒的单响．
‘

，

炮竹削成，以后又发展为连响鞭炮，社会用量日益增多。到晚唐时期，

麻石一带的鞭炮生产已形成行业，尊李畋为师祖，制作技术逐步传播到 ．

富里、潼塘一带。南宋已运销省外。 。

／
、 ‘

花炮生产历经1200年的曲折道路：清成丰年间，鞭炮作坊进入县

城，金县鞭炮产量在1～5万担之间。光绪年间开始出口。但县内无鞭炮
＼

经营大户，产品多经浏阳炮庄转销．民国s年(1916)，县城创设首家炮

2．．．．3．．．．



概述

庄一一宏声福鞭炮庄(公司)，附设作坊，在农村集中产区设子庄，从事鞭
，

’

'

炮收购、加工和运销， 搿产品加工精选，商标注册，驾于浏阳之上一·
1

年销量2万余箱，’开始改变醴陵鞭炮由溯阳运销外埠的局面。时城乡鞭

炮作坊增加到五，六百家，从业人员近五千，承接作坊下手工活的六万
， ●

余人，故上东乡有“十家九炮”之说。民国lo年， 搿县境奇荒，．各乡饥

民纷往他乡就食，惟东三区以业鞭炮之故，无一人逃荒一。次年，县人

谢寅杰倡办鞭炮传>--j所，并编写《鞭炮指南》一书，为各乡培训技．T．72

人。民国15,---,17年，城乡作坊发展到近千家，年产10万箱，销上海、。天

津和湖北、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辽宁等省和省内的数十个

商埠。并通过粤商出口东南亚和日本。 ．

民国21年；开始生产烟花，但只有16个品种，产量在花炮中所占比’

重不大。抗日战争爆发后，交通受阻，销量减少，出口91断。民国29

年，炮庄仅存28家，销量降至3．7万箱。民N33年，、县境沦陷后，作坊停

产．炮庄歇业。日本投降后，内战又起，鞭炮年产量和年销量均停留在

2万箱左右。
”

t

醴陵解放初期，一度视花炮为“迷信品”而限制生产。1952年仅产
，

‘

0．6万箱。1953年起，人民政府着手扶植鞭炮生产，确定鞭炮归口县合作‘

总社统一经营，并发放贷款，调低税率，当年产量恢复到2万余箱。

1954年，一区潼塘乡创建第一家工厂一一潼塘乡鞭炮厂。至1956
J

’

年，城乡500多家鞭炮作坊，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相继组建77家鞭炮



厂(组)。1957年，产量上升至近3．9万箱。

． 、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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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59年，开始恢复出口。鞭炮经营实行内销由供销社经营，出口由

外贸部门经营(供销社统一收购后转)的分工管理体制。 ，

·

，

， 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产量回落，1961年跌至万箱以下。1962

年，鞭炮生产刚开始好转，1963年开展清理钱、粮，t工(分)，物的

。小四清”运动，要求将公社、大队办成。清水衙门”，大队鞭炮企业
-

下放生产队经营，鞭炮厂增至278家，年产近3万箱，但质量严重下降·，

冬，成立县鞭炮生产办公室：制订鞭炮质量标准。经全面整顿，农村保
’ ‘

留145家工厂，并充实领导力量，改进经营管理，质量有所提高。
，

，

1964年，开始创办一批花炮骨干企业，部分实现半机械化生产。、

1965年，开始建立花炮科研机构，培训人才，引进技术．县出口鞭炮生
，

‘ ●

产合作社(县出口花炮厂前身)科研小组研制出一批烟花投入国际市
』

场。县花炮生产办公室从春天开始，组织全县花炮质量大检查，销毁一

批劣质产品。同时，停止使用浏阳、醴陵共用的。工农联盟一商标．醴
●

t，

●

●

’

陵内销-9出口的花炮，分别使用“腊梅一， 掣三狮一，。_红灯-．牌商
’ ●

’ ’

标，在国内外市场迅速赢得质量第一的声誉。、至1966年。全县相继建成

县出口花炮厂和浦口，城关等8家出口花炮厂。当年，将膏八大一出口花

炮厂产品划归外贸部门直接经营．1973年，花炮产量突破lo万箱，次．

年，产值过千万元。1975毛，烟花产量占花炮产量的25．5％。1977年，

花炮出口数量超过lo万箱。



概述
． ，

1980年起，花炮专营机构开始参加金省性和全国性物资交易会。

1981年起，醴陵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花炮、陶瓷订货会。同时，组织人

员出省，出国考察市场，参加国际性烟花节，在外地和国外燃放烟花，

推介商品?{开拓市场，以销促产。1984年，商业部日用杂品局与县供销

合作联社联营花炮，成立醴陵鞭炮烟花公司。1985年，对花炮实行?专

业生产，归口经营一，花炮产量超过百万箱，其中烟花所占比重达

58．72％；花炮产值超1亿元。 t t

1986年与1977年比，花炮厂由78家发展至,J426家，产区由东乡扩展至

四乡农村，95％的乡镇和近s4％的村均有花炮企业；在厂职工由2．9万余

人增至4．os万人，厂外加工人员由3万余人增至12万余人，成为名符其实

的花炮之乡。1986年，全市花炮工业产值超过浏阳县花炮工业产值16361

万元的8．z4％：仅低于属全国首位的广东省东莞市花炮工业产值18781．68

万元的5．71％．

41年来，花炮工业历经曲折，仍然发展迅速。在市(县)人民政府

指导下：‘花炮的生产经营实现了四大转变：由分散的作坊生产向较为集

中的，分工序的工厂生产转交；由千百年的传统生产技术，向继承传统

生产技术与吸收现代科技成果相结合方面转变；产品由单一的鞭炮类向

鞭炮、烟花两大类并举转变；市场由内销为主向内销与出口并举方面转

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被淘汰，大批花炮企业不断发r展

壮大。1990年，全市有村以上花炮厂295家，产花炮163．38万箱；产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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