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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志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 顾问总建筑师_一．

??，‘⋯”肖7林一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 顾问总建筑师H"
．．肖章鎏：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院志》．主编．。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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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重庆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1二≯∥∥；；高级建筑师t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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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惠同 四川省建筑工程总公司 ：副总工程师．“!．!I'≯
包其国 四川省建筑工程总公司⋯一．副总工程师，．。。：。
孙同济四川省建筑工程总公司‘⋯。一副总工程师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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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建筑志》，在成都市建筑志编委会的领导下，经过主编乔

荫南等同志的艰辛努力，八经寒暑、五易其稿，。终于完成。这是成都

建筑史上一件盛事。
‘!’：。。。一 。_I。。。。 ≯_夕≯ √。一土

这部志书，阅后感到具有以下特点：01只吲 ?‘。j’_

一、翔实地记载了成都建筑历史的概貌，i将建筑工程列为全志的

首篇，分设古代建筑、t：近代建筑、0当代建筑以及省外、i。国外建筑等章

节，共收录各类建筑120多项，对各主要工程记述详细，形象具体，

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丰富的史料，对于了解和研究成都建

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充分反映了40年来成都建筑的成就。志中对于主要工程的

设计、施工、安装技术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设计施工技术的发展水

平标志科学技术的发展。记述现代科技，是当代新方志和传统旧方志

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新方志时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志中详细记述

了建筑的成就和科学技术，也正是表达了专业志的特点。

三、书中采用。专记一形式选录了记述名人故居、建筑纪实、城市

雕塑等10余篇文章编入志中，这些文章对于每一种建筑的特点，来

龙去脉都记述得真实详细，生动具体，对于全面深入了解和研究成都

建筑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四、重视了文苑人志。全书收入古代和当代诗文130余篇，体现

了主编。文苑人志，建筑生辉一的编纂思想，使该志增强了文采，诗情

画意；也使建筑增添了光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五、。图文并茂。‘全书共附有200余张质量较好的照片，从图片中

也反映了成都建筑的概貌。使该志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具有浓郁的

地方特色。 ‘0

兹值《成都市建筑志》出版之际，略述数言卜以表祝贺。
‘-⋯^h。l j．，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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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成都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白心和

时值《成都市建筑志》付印成书之际，我代表成都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对成都建筑志编委会及编者表示祝贺。

成都位于川西平原，素称。天府之国一，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境内各式建筑，源远流长，当代建筑，规模宏大。以记述成都市

房屋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建筑志，容量大，涉及面广，是城市建设诸志

中的大志之一。书中所记，以建筑工程、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建筑

管理为重点，涉及了成都的自然、社会及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反

映了成都建筑业发展的历史轨迹。这对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在改革

开放中开展两个文明建设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成都建筑业历经曲折，不断发展，这是

不断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现在，成

都市建筑志正式出版，这是建工系统各级领导忙中抓志、全行业众手

成志、编纂人员有志于志的共同结晶。

城市建设，千头万绪，就其大者以规划、建设、管理为主。当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渐发展，政府管理职能开始转变，建筑业作为城

市建设的主体，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得到发展壮大。为此，愿一

切关心、支持并参与成都城市建设的读者，能在此书中得到新的启示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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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成都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吴良容

《成都市建筑志》编委会，在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

八经寒暑，五易其稿，如期完成了《成都市建筑志》的编纂任务，这

是成都建筑业前所未有的一项历史性文化建设工程。据查，成都现存

有明、清、民国时期的府志、县志多种，其中虽记述了大量的历史史

实，但由于旧时重文轻技，对成都的各种建造，如城池、寺庙、道

观、津梁等多以名胜景观视之，对建造技艺无涉，对建筑人文缺记。

本志记述以成都建筑工程、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建筑科研、建

筑管理、建筑文苑及建筑行业中的大事、要事为主要内容，并涉及成

都建筑环境、建筑经济、建筑技术、建筑艺术等诸多领域。编纂中坚

持实事求是，力求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进行编纂，溶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寓褒贬于记述之中，以达到明成都建

筑业的兴衰，显建筑行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为成都建筑行业的改革与

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本次修志，坚持众手成志，总纂成书，行业评议，主管三审的编

纂程序，以保证志书质量。全书的形成，由成都市建筑工程管理局牵

头，有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成都市建筑安装工程定额站、成都市

集体建筑管理处、成都市抗震办公室、成都市建筑安装工程质量监督

站6个单位参加联编；有市内部属、省属、市属及7区、11县、1市



的建筑设计、施工、科研及部分工厂、。院校等72个企事业单位通力

合作，保证了编纂任务的顺利完成。在此，谨对参加联编的协作单位

及聘请的35位专家、学者参与评审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建筑

史料浩繁，编写人员多系新手，书中所记，难免漏误，深望读者批评

指正。

静i；·≯ j，：‘。7 r，o。·。；。．_!!th"：{_．■。，。

． 199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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坼‘P趴∽坼‘垤母2叩‘口∽．函!t。旧。1。垤。1矗’矗鼋。1。1‘謦。1。。1。141P’。’。2。1。1。1母1。1。t·1母1。2。1

．-r ：t．，i．_f．．，，⋯。 一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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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 ⋯，，，．77

。 二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0’政策，’力求编纂志书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

机统一。 一‘，，j，；： ”
。’ 一’

1-T
l‘-

·‘二、，志中所记以成都建工系统中的设计、施工、科研、管理为主

要内容。所记工程；‘以房屋建筑及相关的构筑物为限，不涉及其它土

木建筑。⋯⋯¨i㈠一-：， j-j⋯， 。：：⋯，-～。，一；

一 ‘”● ”

一，三、．按事业立志／．以专篇专章体记述。”全书依次设序、’前言、’凡

例、‘概述、。建筑工程、：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建筑科研、建筑行业管

理5篇19章及大事辑要、建筑文苑、：专记选录、附录等。．

四、坚持以事系人j。按规定未设人物篇。⋯一_j⋯，“

五、记述地域，以城区为主，辐射市辖11县、1市及2工业

区．反映全市的统计数字，j均以当时行政区划为限。

。．六、。，记述时间，r除概述、1大事辑要外，’志书主体部分上自1840

年√下至1989年。个别处按需要作适当延伸。 一，

．七。详今略古”详近略远。，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建工系统发生的历史变化。对待建筑业的兴

衰起伏，’‘坚持尊重历史，存真求实。 ⋯ ⋯，，

，八、，全书设概述以见宏观，各篇、章、节前，视需要设无题引言。

峥九、”图片：’图表，1’采用卷首集中和随文插入o⋯

十、注释采用页末注。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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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成都审查北京“四川大厦”设计模型

江泽民在成都视察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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