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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历史悠久，自古至今，城乡建设中的各种精美建筑俯

拾皆是“。．_¨．

20世纪80年代，县境内国家重点工程五强溪电站复工兴

建，具有1400年历史的古县城和历经2000余年风雨沧桑的

黔中郡故址，以及全县20余乡镇均属淹没区域。为使辛富的

城乡建设史料不致被时间淫没，同时，也为给被淹没的古今建

筑稽留文字，编写《沅陵县城乡建设志》的任务，历史地落在

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几度谋划，几经艰辛，夙愿竞成。

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编纂人员披沙拣金，编成10余万字

的城乡建设专业恚书。一卷在手，对沅陵鼓千年，特别是新

中目建立后四十年的城乡建设事业的起伏，变化，可以谙其要

略。它为研究沅陵过来的建设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组织沅陵

今后的建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沅陵县城乡建设志》今天终于与沅陵的建设者和广大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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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见面，殷切希望大家以志为鉴，。建设更加繁荣昌盛、壮丽美

好的新沅陵．

张朝勇

1991年lo月

．．※张朝勇同志，沅陵县分管城乡建设的割县长，

代理县长．
’ ’

。

现为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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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沅陵历史悠久，有关城乡建设的资料相对比较丰乱尤其

是县城建设，1日志记叙颇详。县城数里长街：1日官署，文庙，’’+

书院，寺祠、兵营、仓廪、会馆，以及官僚、商贾大户的窨子

屋，平民百姓的草寨茅舍，错综设置，接瓦连橇至今犹存唐

代建筑群龙兴讲寺，明代凤凰寺和诸多的清代寺院、宝塔。但

1日时城市建设中的市政建设，除城垣：街巷有个大体的规划

外，其余的如照明、给水、排水等多呈自然状态。广大乡村，

因山区特点，则相对形成一些比较集中的集镇、封寨，道路狭

窄，房屋简陋。散居农户，更是低檐窄室，聊避风雨。民国后

期，兵燹匪祸相连，城市和乡村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 ‘

新中国建立后，城市建设纳入规ji!l，乡村居住条件也得以

逐步改善． ．

；．

．1 958盖F，国家拟在县东五强溪修建大型水电站，县城和

全县22个公社(今乡镇)属水库淹没区。此项工a20余$

迁延朱决，城乡建设发展缓慢。80年代初，五强溪水电站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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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正式复工，县城拟在原址后靠搬迁，并制订出新城区建设总

体规划。全县乡镇亦先后作出建设规划。抓住这个契机，在短

短的几年时间里，沅陵新城拔地面起，建设初具规模，公共设

施得以改善。农村在改革的春风的吹拂下，各项建设事业亦蓬

勃发展，出现了不少新型的集镇，农民新建和改建住宅者日益

增多，居住条件得|；(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面对五强溪大坝蓄水后沅陵古城和部分乡村被淹没的现

实，面对如此起伏变化的沅陵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沅陵县

的建设者们早盼志载其事，以藉保存史料，记叙演变。故在此

书编纂前，曾组织撰写过《沅陵县城市建设志》(巳刊印)

和《沅陵县建筑态》．(现存手稿)．，80年中期适逢盛世修志

熟潮，我们再度组织队伍，重新补充资料编写新志。几经周

折，‘先后易人，数历寒暑，终于脱稿。新志按志体要求分章设

节，聚机构，规划，城市建设、乡镇建设、建筑业、建设队

伍、风景旅游等为一册，对沅陵县城乡建设事业的兴替变化，

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记叙，；为建县2000多年来，第一部有关

城乡建设方面的资料的总j[。



序·5

沅陵县城乡建设事业方兴末艾，借此书付印之际，希望全

县建设者们，以志为鉴，继往开来，共同谱写沅陵县城乡建设

事业的新篇。

※陈良儒现任沅陵县建设局局长．

陈良儒

1995年6月



凡 +例

一、《沅陵县城乡建设志》为沅陵有史以来第一部城乡建
设专志，实事求是，科学、系统地记述了全县建设事业的历吏

和现比
二、时间断限：上溯事物发端，下迄199l午。略古详今，

重点记述薪中国建立以后，沅陵县城乡建设的成就。
’ 三、全志共设城乡建设规划．县城建设、房地产、乡镇建
设、建筑．业，旅游、五强溪电站移民．城乡建设管理和城乡建

设机构共九章三十九节。首设大事记．概述；后附古今建筑碑
记、诗文、规章制度和文件、·文告。

四、县内已缭写拓陵县环境保护志，本意将不涉及环保内
容． 。

．·

‘

五，本意采用记述语体文。计量一律用公割，个别辫文用

旧翩。公元纪年、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文，其余均用汉字书写。
六、弓I文饭翔府治，即沅陵县城。
七、1949年lo月弘后称新中国。

’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明、清《辰篼府志》，《沅陵县
志》，1987年新编《沅陵县志》及县内新编各专业志书，县

地方志办公室、县档案馆、建委档案室和建委所属单位档案。
也收集了部分文字黍_口碑资料。|)；i用资料不一一注明出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沅陵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怀化地区北端，面积5850平方

公里，人口60．89万，地理坐标东经1 10。05’31矿一1 1 1。06 727扩北

纬28。04748∥一29。02726∥。沅陵古属荆州之城，商周地属荆

楚，春秋属楚巫中地，战国属楚黔中地。秦统一六国后，置黔

中郡，郡城设今县城西南太常乡窑头村。古城遗址长1500余

米，宽200米，今尚依稀可辨，但其城垣规模，建筑格局巳不

可考。汉高祖五年(前2 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郡址徒

义陵(今溆浦县)，始置沅陵县·县治所仍设黔中郡故城。新

莽时期，改沅陵县为沅陆县，县城迁今苦藤铺蓝溪口。自东汉

至南朝齐，数百年间，蓝溪口一直为沅陵县城所在地。。南朝

梁、陈之际，县城又北移至矗县故治一即今窑头村。

隋开皇九年(589)置辰州，迁州城于沅酉会合口之北岸，

县城附州治，沿袭至今已1400余年。沅陵镇先后为郡、州，

路，府，道、专署、行署治所，历为湘西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中心。县城城池建筑，五代以前不见文字记载。宋嘉=}宕二

“年(1057)，知州窦舜卿筑州城，隆兴间(1163—1164)河水“

陡涨入城，城墙倒塌。明洪武初，采石更筑，成化五年(1469)

复圮于水，辰州卫指挥高翔组织增修。清代又历次维修，其格

局保存直到民国时期。自宋嘉祜年筑城，至民国28年(1939)

拆除城墙，历880余年。 ．

。

沅陵因其特殊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县城建筑物中，廨暑，，

文庙、书院，寺祠、兵营，仓底，会馆，以及商贾大户的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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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等古建筑，连椽接瓦，遍布全城。至今尚保存完好的唐初建

筑群龙兴讲寺。明代凤凰寺，龙泉寺、虎溪书院，县文庙以及

诸多清代建筑，或保存完好，或残存遗迹。上述古建筑，龙兴

讲寺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寺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旧时城区住宅，临街多建层楼，临江及城郊为简陋低矮住房或

土墙茅舍。 ’ ·

， ．．

，’一．

清代，县内科税数倍于邻县，民众。负累伤心，以致轻弃

团庐，逋逃异乡’’。加之清末到民国时期，匪患不绝，兵祸连

年，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据民国19年《沅陵县志’载，

十年、十四年两度大旱，人口转徒贩卖出境以及饿毙约五六万

人，自清嘉庆到民国18年百余年间，县内人口非但未能增

加，反而减少3万余人。因此，县内农村人烟寥落，民居分

散，仅以民国27年计，全县百户以上比较集中的村庄仅30处。

这些村庄也是街道狭窄，房屋简陋，市容狼藉。并且常遭土匪

及军队的洗劫和焚烧，多数农民只能借茅棚、岩洞栖身。即

使建造住房，除地主及较富有的家庭外，多数农户也是低檐窄

室，覆盖杉皮和茅草，且人畜杂居。城乡基础设施普遍低下，

兴办公益事业如架桥设渡等仅靠民众捐款集资，因而城镇街道．

狭窄曲折，居民多以松膏照明，官家及殷实之家燃植物油。清

光绪二十八年(1902)，少数官商及外国传教士运进煤油，官

’府及部分居民才用煤油照明。民国28年，湘西火力发电厂发

电，机关，学校，商号、教堂及部分住户使用电灯，主街道装

上路灯。元代京都到昆明古驿遭经过县境，自桃源县郑家驿入

境，经界亭，马底，辰阳、船溪四驿出境，成为横贯县南的交

通干线。另有沅(陵)桃(源)，沅(陵)辰(溪)，沅《陵)

溆(浦)，沅(陵)泸(溪>，抚(陡>古(丈)，沅(陵)

永(顺)等驿道与邻县相通，沿途设驿站塘铺。民国2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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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黔公路通车。水上交通，赖沅酉二水．1949年以来，城乡除

寺，庵，祠，庙外，县政府公产保管处直管公房仅58栋，宅地

6 03N，年收租来1751石。

1949年9月，沅陵解放。lo月，成立中共沅陵县委和县人

民政府。紧接着剿匪、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县人民政府设

置公产办公室，按政策没收地主．反革命和官僚资本家的房地

产，清理公产，调整租额，将公擘房屋拨给党政军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使用。出租给城市缺房或少房的贫民。在农村则将地主

的住房，庄屋分给无房的贫苦农民。在中共沅陵县委和县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城乡建设百废俱兴。1950年冬，即成立街道修

建委员会，全面翻修溪子口至文昌门街段路面。1951年春，湘

西剿匪胜利公园建成。解放前夕，外籍传教士在马路巷主持修

建教会学较，人民政府接管以后，自第三层以上续修至五层竣
工，成为县内第一栋高层建筑。农村土地改革以后，翻身农民

1954年掀起建房热潮。1956年，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促进了城乡建设事业

的发展。 ，

1958年，国家拟在县东五强溪堵截沅水修建大型水电站，

沅陵县城和县内部分乡村属淹没区。由于此项工程20余年议而

未决，对县境房屋建设以及其他基本建设造成一定影响。然

而，城乡建设事业仍未因此止步。60年代，在县城兴建了一批

商业服务，工业生产。以及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用

房。农村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经过调

整，经济形势好转，出现了新的建房和大搞基本建设的热潮。

紧接着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一运动。初期， 矗红卫兵黟破

。四旧一(所谓旧思想，汩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坏了

相当一部分的近代建筑。70年代以后，增加了对工农业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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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织民工大修公路，经过几年努力，全县除136．5公里

国道线外，修通县，乡，-村道l 30条，通车里程1545公里，使

沅陵县实现了社社通公路，有力地促进了城乡建设。各社又先后

建成一批农村小水电站，全县共82处，装机106台，总容量15394

千瓦，年发电量2804万度，不仅解决了部分乡村的照明用电，

更重要的是有力的促进了城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此

一时期，还建成了县氮肥，水泥，松脂加工等工厂。农村在

露先治坡，后治窝力的思想指导下，住宅建设发展缓慢，仅修

建了一些集体仓库、学习室和大队办公用房，增修一批砖木结

构的农村供销、邮电，医疗卫生、粮油仓库和社办企业用房，

砖木，砖混结构在农村集镇部分取代了传统的木结构。由于交

通情况的改善，以及农村社(乡)办企业的发展，沿湘黔线和

沅(陵)麻(伊湫)线一批农村集镇日渐形成。 。

．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城乡建设的

春天。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五强溪电站决定正式复工兴

建，县政府作出‘沅陵县城建设总体规划'，决定县城后靠搬

迁。全县6个区乡建制镇，42个乡集镇亦先后作出建设规翅，

城乡建设速度加快。至1989年底，新城主街道武陵路，荷花

路、白寺路，天宁路已经形成，新城区林业综合楼、宁园宾

馆，百货大楼．供销大楼，烟草楼，天宁旅社。雅园商场，彩

印厂，图书馆，规划建筑设计院、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一中

科学楼等一批设计新颖．．建筑坚固、布局合理，装饰素雅庄重

的新建筑拔地而起。自1982年至1987年底共建房185栋，建筑

面积20．1 3万平方米，年均建楼房30多栋，33500平方米。城镇

住宅建设亦加紧进行，各单位在新城区建筑的职工宿舍多为3

层以上的单元式住宅楼，通风采光条件好。一里桥，鸳鸯山，

鸭子尾等地为新居民区，县城居民自1982年起陆续在上述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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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到1991年，。县城住宅(含直管公产房，单位自管房和私

房》共达95万平方米，人平住宅5．1平方米．日产50000吨的龙泉

山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予1991年7月28日开始供水，城市排水，

照明，消防，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备．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各项建设事业也蓬勃

发展，供销社、粮油店、中小学校舍，卫生院，文化站，影尉

院，银行营业所，交通管理站等公共建筑和公益设施遍布各乡

镇。在新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农民温饱得以解决，新建和改建

住宅者日多，且在交通较方便的公路沿线和沅水两岸，住宅建

设开始采用砖木和砖混结构。全县自1980年至1986年底有25936

户农民建房，占总农户数的21．9％，建房面积346．19万平方

米，户平建房133平方米，县人民政府1986年在全县6个乡抽

样调查，户平住宅103平方米，人平20．8平方米。1987年全县

农户住房970万平方米，人平18．14平方米。 ，

1980年以后，县城和部分乡村搬迁，城乡建筑工程骤增。

加之建筑市场开放，引进外地基建施工队伍，县内城乡亦组成

新的基建队，促进了县内建筑业和建筑工艺的发展。城乡建设

管理机构和管理体翩亦日臻完善。50年代，县内只有一个建筑

工程公司，有职150余人。1989年，县建设委员会所属建筑队

伍316人，拥有固定资产667．98万元'农村乡镇基建队24个，

职工600余人，初步形成了勘察设计，机械施工，质量监督，

技术咨询和建筑管理配套的建筑队伍。80年代，县内建筑工艺

有突破性的发展，县城和集镇公用建筑全为砖木，砖混，框架

及钢架结构，传统木结构少觅。墙体粉刷及室内装饰工艺，也

一改60年代的搿清水墙一，外墙采用粗砂灰，水刷石装饰，部

分工程采用千粘石，彩色弹涂，装饰线．门厅枉等部位采用粘贴

人造大理石，瓷砖等。内墙采用涂料，墙布等。地面工程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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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水泥和预制水泥地面，并在水泥地面上刷地板涂料·商

场，宾馆，旅社、办公楼等公用建筑采用花砖、水磨石地面·

水电设施，城区绿化、环卫设施均与新城建设同步进行。 -

沅陵，因其自然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

源，旅游景点有古，雄，奇．特四大特色。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发展，沅陵镇，这个有

着1400余年历史的古城，沅陵县，这个远离通都大邑的遥远山

乡，将以更新更美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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