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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营造活动源远流长l从春秋开始，各族先人披荆斩棘，开发荆楚边陲之地，成为

今日的邵阳，2000余年营造的工程，成为历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反

映了各个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生产方式，反映了域内各民族的经济、技术、文化、艺术水

平。然而，对这些与邵阳人们生存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建筑实践，长期既无营造专志记

载，又甚少见于宝庆府志和县志中。这不仅对今天考察研究邵阳建筑历史造成困难，而且

亦遗亡营造工人的历史功绩，令人遗憾。因此，追记昔日营造业的发展变化和营造成就，

是今人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邵阳建筑工人和知识分子以主人翁的姿态，艰苦奋斗，忘

我劳动，以空前的速度建设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用房、交通水利工程，城市服务设施，使宝

庆古城成为以轻纺，机械、化工，食品为主体的现代工业城市，县，镇、乡、村也换了新

颜，城乡人民居住各得其所，建筑业本身也迅速发展成为多部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门

类基本齐全(包括土木建筑业，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业、勘测设计业)的产业大军。其队

伍规模仅次于工业、农业，它从事勘察、测量、设计、施工、建筑制品、建筑机具等生产

经营活动的产值在1986年已占邵阳社会总产值的6．5％，仅次千工业、农业，居于第三位。

1980年起开始进入国际建筑市场。事实已经证明，邵阳建筑业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部

门，是邵阳国民经济支柱之一。总结建筑业三十七年的经验教训，留于后世借鉴，是后代

的希望，也是今人的义务和职责。

值兹改革开放之际，国家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政府部署修

纂地方志，建设部门修纂建筑志的时机业已成熟，邵阳市建设委员会组织力量，筹集资

金，邵阳市建筑志，经过各方支持，编纂人员笔耕五载，五易其稿，终于成书。只因建筑-

业历史悠久，要在志中全面系统反映其盛衰起伏，材料的收集，史实的考证，文字的表

达，难度很大，加以编纂人员水平有限，漏误难免，敬祈读者指正。 ； 、 ：

鬈蒜瓣昙基霍黄春云邵阳市建筑志编审委员会主任 ⋯1一



凡 例

一，《邵阳市建筑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记叙邵阳市建筑业的发展变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阐述邵阳市建筑业的兴衰起伏，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总结当代建筑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以保存史料，明辨利弊，启迪

后人，继往开来，更好地为邵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为建设伟大的

祖国服务。

=、疆域和断限：遵照《邵阳市志编纂工作规范》的要求，疆域为全市留九县、三

区黟(即邵东、新邵、邵阳，隆回，洞口、武冈、新宁、绥宁，城步苗族自治县和市东

区，市西区、市郊区)， “以市区为主，详市略县”。断限。下限到1986年底，上限因事

而异，上溯古代(1840年以前)，略述近代(1840----1949年)，，详述当代(1949年新中国

成立后)。

三1，体例。共为五篇，依次为概述、行业篇、技术篇、工程篇、管理篇，人物团体

篇，大事记等部份，计22章83节。记、述、志、传，录，图、表俱备，对高、大、新，精，

深工程和价值较大的古建筑，酌情附照片，以补文字之缺。

四、资料来源和取舍，本着矗广征博采，，的要求，查阅历史资料、档案、统计年报、

图书，报刊、1日史志，调查访问，现场考证，市、县建筑系统各单位及省属在邵的企业提

供资料，共收集文字资料近千万字，照片千余张，表报60余种。本着“专志贵专"的原

则，主要体现专业特色，地方特色，民族特色。详今略古，详主略次。

五，根据《编纂行文通则》，采用记述体，语体文，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纵横结

合。纵为经，以表事物的兴衰起伏，沿革变化，反映规律，横为纬，以表事物的内在联

系，彰阴因果。在记述中力求观点正确，史料翔实，体例完善，特点鲜明，文风端正。为

遵守保密规定，对一些工程的功能及技术模数从略。

六、关于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公制，个别古例，为存史实，仍沿旧制。



概 述
邵阳市全境属于古宝庆府的领域。位于湘西南，与广西接壤。面积20，759平方公里a

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雨多气温，西、南，北三面有越城岭，雪峰山绵延六县。山多

林茂，先人就近取材建造竹棚，木房，东为衡邵邱陵，矿藏丰富，古代就建造土坯房．砖

木房。当代开发水泥、砖瓦、钢铁、玻璃等新材料，建造现代工程。在小三线建设的洞

库工程，尤为湖南的特色。

境内有资、巫、蒸三个水系，北入洞庭湖，最大的资水，主支流经全境三分之二的土

地，水运方便，沿岸商品经济发展较快，接受中原建筑技术较早，在资邵二水汇流处的码

头，据传在春秋末，楚国曾建白公城，继而发展为县州府城。在全凭水运的年代，城镇首

先沿河发展，至今资水主支流沿岸建成八个市县城，巫水沿岸建有两个县城。城镇工程的

集中建设，特别是现代化工业的建设，推动了建筑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因而东部资蒸

流域的建筑匠工，人多技强，成为邵阳建设的主要力量。

邵阳是古荆州，南越交错边陲，是秦代长沙，黔中、象郡三郡的结合部。三国时是吴

蜀分治又争夺的地域。郡、国各有建筑特长，吴置昭陵郡后，千多年来，长期统一在一个

州郡内，互相交流，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宝庆建筑技术。宝庆的木作石雕，久已闻名湖

广。新中国成立后，60余名汉回石工，应召参加首都北京车站、人民大会场，革命历史博

物馆，农业展览馆工程的建设，并于1959年国庆受到毛主席等领导人的接见。

邵阳是多民族长期共同开发，各种宗教共处的地方，民族习俗不同，宗教信仰不一，

房屋风格各异。汉族的四合院、苗瑶的吊脚楼、侗家小巧玲珑的鼓楼、阿拉伯风格的穆斯

林清真寺、印度模式的佛塔等。展示了邵阳各民族各宗教的建筑特色。各民族在建筑上互

相取长补短，到了当代差别逐步缩小，除教堂仍保持特征外，而吊脚楼演进成为各民族共

同喜爱的典雅建筑。

邵阳城位于资、邵二水汇流处，秦汉为昭陵县治，从东吴起，是郡、府、州、县，专署、市共

治之地。经过2000多年的建设，在潭宝、衡邵公路和娄邵铁路通车后，发展为20余万人口的

工业城。1950年建置邵阳市，1977年从邵阳地区析出娄底地区，升邵阳市为省辖市，1986

年撤销邵阳地区，邵阳市统管邵东，邵阳，新邵、隆回、洞口、武冈，新宁、绥宁，城步

9县和市内东区、西区、郊区，共23个民族，620多万人口，成为湘西南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同时，又是建筑工人的集中点和新材料、新技术的推广传播站，邵阳建筑行

会，作坊、营造厂、社会主义建筑企业的首建地。到1986年，城内有建筑企业534,职工

13，817人，占全市建筑工人30％，建有房屋720多万平方米，不仅尚存昔日的塔庙亭坊，

而且有新兴的工业厂房和高楼大厦。

(一>

从春秋至清代中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砖瓦的产生，技术的进步，邵阳的建筑工程

经历了茅木房、瓦木房、砖木房兰个进程。宋，明，清三代是邵阳古典建筑技术，艺术发

展的曼个繁荣时期。建筑匠工从依附于农业，发展为独立的专业匠工，然后组织行会，开

办作坊。西汉开始实行矗匠役制矽，到唐、宋兼行搿和雇一和搿代役制修·到清代彻底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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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匠役制，匠工获得人身自由，产生包工商。

1840年帝国主义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门户开放，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邵阳开始发展，越多的建筑工人到府、县城谋生，会经营的能工巧匠

当了包工头或作坊主。鲁班会扩展到乡镇，组织日趋严密，会酋逐渐变成统治阶级的代理

人。1919年露五四黟运动后，新思想、新文化传入邵阳，建筑工人要求改善经济条件，争

取政治权利，邵阳、武冈的建筑工人在大革命时期组织了革命的泥、木工会，国民党政府

镇压了革命工会，建立反动的泥木工会。抗日胜利后，重建邵阳，城内组建了十多家营造

厂，并组织营造厂同业公会，泥木工人进各营造厂作工，初步形成建筑行业。

清末开始，洋人来邵传教经商，邵人出国留学，传入建筑新材料，新工艺，建筑上开

始出现新的格局。天主、基督教堂为洋人设计，邵人施工的欧洲古典式建筑，民间建筑虽

采用传统手法，手工操作，但砖木结构发展到以砖墙承重，装饰，雕塑有较大的进步。

“五四弦运动以后，大，专学校造就了一批专业建筑技术人才，引起技术上的明显变化：

一是由传统的施工手法演进到先勘测设计再施工。二是水泥钢材开始用于桥梁、泵房、水

塔、机座等构筑物。三是建造四合院的减少，建造新式楼房的增多。

清末民初，政局混乱，官府建设很少，民间建设一些宗祠、桥亭、塔、坊，洋人建造了

教堂。达官望族建设的洞口金塘杨祠，新宁刘坤一府第，不仅规模庞大，造型也别具一

格。丘五四"运动以后，由修建祠堂寺庙，转为修建学校、医院、公路，工厂，建设了私

营光明电灯公司和宝光玻璃厂，邵阳汽车站，资江码头、湖南省第六中学、国民党中央军

校武冈分校和松坡图书馆等工程。抗日胜利后，国民政府修建了邵阳工业示范处各厂厂

房，这些工程大都是中西结合式建筑。

清末民初，官府加强管理机构，设置省的欢业道，大革命后，国民政府在省设建设

厅，在专署、县政府设建设科，管理营造厂和官办工程的建设，改变过去雇工营造或分段

包工为由营造厂全面包工或包工包料承建。

在1840----1949年的109年中，由于政治腐败，外侮内乱，国穷民困，工程建设少。在

抗日战争中，为便于防空疏散国民党地方政府拆毁历史悠久的城墙，日机炸毁或烧毁成片

的民房和店铺。经济受到破坏，建筑工人经常处于半失业或失业状态，深受剥削压迫，衣

食不得温饱，创造性不能发挥，技术进步缓慢。特别是解放前几年，邵阳建筑业处于萧条

状态。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解放了生产

力，有力地促进了公有制建筑业的发展和新建材，新机具的发展。
‘

五十年代改造了营造厂和个体匠工，组建了10个地、市、县级国营工程公司。1965,'-,

1976年小三线建设中，发展了县，市集体企业。改革开放以后，乡镇基建队异军突起。从

1949年至1986年的兰十七年中，尽管经过“大跃进"后的精简下放， “文化革命”的破

坏，建筑业总是向前发展的，到1986年，共有勘察设计院、室24个，从业人员472人，施

工企业290个，职工45，709人，形成包括勘测设计、土建安装、构件预制、建机制造，物

资供应等成龙配套的有50多个工种的独立行业。年社会总产值达3．4亿多元，占全市社会

总产值的6．5％，仅次子工业，农业，成为第三位的大产业。队伍的政治、文化，技术素

质，、也非昔日可比，全行业有高，．中、．初级职称的技术人员2，000余人，．中学以上文化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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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职工占80％以上，不仅是建设邵阳的产业大军，而且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中，建筑技术得到普遍发展。随着水泥钢材等新型材料的发展；‘
钢筋混凝土的普遍采用，建筑技术向设计标准化、施工机械化、构件预制工厂化和墙体改

革的方向演进。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促进了这种进步，湖南省第四工程公司等施工、设

计单位进入邵阳，为三化一改起了率先示范作用。此后，建筑规模、建筑结构、建筑风

格、建筑手段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一是邵阳建筑工人的洞库施工技术成为湖南的独特优

势；二是建筑规模由低层、小跨向高层、大跨发展，三是建筑结构由砖木结构向混合结构，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发展，并采用后张法预应力施工，四是风格上向多样化发展，传统的油

漆彩画，雕塑装饰工艺，被喷滚弹涂贴新工艺所代替，五是手工操作向半机械化、机械化

发展，1986年人均动力装备率为1．76千瓦，垂直运输、水平运输基本实现机械化，基础工程

施工采用振动成孔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处理软弱地基，电动建筑工具又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

筑的管线安装和装饰解决了钻孔的困难。测量采用激光对中。设计预算使用电子计算程序，

技术的进步不仅加快了设计，施工的进度，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改变人们对建筑业的看
法。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建设的工程
主要是厂房，矿山，交通设施，文教体卫场所，商业服务项目和住宅。到一九八六年底，

28个城镇共建设了l，533．56万平方米的房屋，使传统的商业古城“宝庆”变为新兴的工业

城市，升为省辖市。新建了新邵、邵东、邵阳、隆回、洞口、绥宁等六个新县城，改造了

武冈、新宁，城步三个老城，昔日人烟稀少的寸石、牛马司等地建成为新兴工业镇，不少’

山岩溶洞建成库房、工厂、铁路、桥梁、机场的建设，使山川险阻变成坦途。工业建设支援了农

业，农村建设了不少的厂房、库坝，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城乡住宅、商店的建设，改善了

人们的居住状况，方便了人们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地，市都有基建局或城建局管理建筑行业。改革开放以后，强化了

管理机构，地、市、县成立建设委员会(简称建委)统一管理建筑业和工程的建设，又成立

市建工局、地县施工企业管理站，管辖区域建设系统内的建筑业和施工。建筑企业管理的根

本变化，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在政治上是企业的主人，企业内实行“两参一改

三结合"，工人参加生产也参加管理，干部参加管理也参加生产劳动，不少工人被培养成

为领导干部或技术业务骨干。经济上，工人的工资经过十次调整，劳动保护、劳动保险都

有了保障。在工程管理上的变化，是改变建设上的无政府状态，按基建计划安排设计、施

工，按城乡规划进行建设，按工料消耗定额计算造价，按验收规范进行质量监督，按操作

规程管理安全生产，按结构、功能确定工期。改革开放以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管理体

制，实行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解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管理建筑市场，开发商

品房，把建筑业经营引上竞争机制。

到1986年底止的三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造着邵阳的自然和社会面貌，改造着建

筑业本身。建筑业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由于国家发生
两次失误而受到较大的挫折。第一次是1958"1960年的“大跃进’’，基建规模失控，撬

“三边"(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工程， “三无矽(无勘察，测量、设计)工程，打

疲劳战，不顾劳逸结合’取消计件工资制，取消法定利润。结果出现一些无效工程，企业

自我装备差，劳动强度大，职工体力下降，挫折了职工积极性。1961一．-1964年进行调整，纵

蓉



正了错误。但法定和润没有恢复，而且在调整中，对建筑队伍精简过了头．1966年开始又

出现第二次失误，取消承发包制，工业项目实行建设工程负责制，民用工程实行建设公司

负责制。工料实行实报实销，取消计件工资制，实行政治挂帅，实际上是吃口大锅饭挣．

尤其在“文化革命，，中，否定一切，批判一切，搞乱了基建程序、施工程序、规章制度，

也搞乱了建筑队伍。一直到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才纠正好以上错误。1982年恢复法定利润，建筑业才有自我增强后劲的条件。

在单一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建筑业的发展与国家建设规模大小关系十分密切。长期来人

们把建筑业看成依附予基本建设的消费部门，没有当成物质生产行业，没有应有的地位I而

国家建设往往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致使基建规模与国力不适应。国民经济比例失

调，然后进行调整，调整后再失控，调整首先是压缩建筑业，造成基建规模时胀时缩，建

筑队伍时扩时压，建筑企业时合时分，管理机构时建时撤，管理制度时兴时废，影响政策

的连续性，和建筑业稳步、持续、协调发展。1982年中央领导邓小平指出： “要改变一个观

念，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

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黟此后人们才逐渐改变对建筑业的片面看法。

另外，建筑业有着固有矛盾：队伍的分散性，流动性，工程的固定性和永久性，投资

多、施工周期长，见效慢，不是出售产品而是出售劳力技术的雇佣性，露天操作，劳动强

度大，设计根据用户要求的多变性，都没有根本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正在加速设计

标准化，施工机械化，构件预制工厂化，房屋商品化，以求改变这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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