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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昆明的内迁营造业研究
——兼论华盖、兴业、基泰建筑事务所对近代昆明城

市建设之影响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Modern Kunming as the Result of 
Internal Migration: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Role of the Allied 
Architects, Hsin Yieh Architects & Associates, and Kwan, Chu & 
Yang Architects in Kunming Urba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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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众多营造厂和建筑团体内迁，加入昆明城市建设的浪潮中，给昆明近代城市的建设带来巨

大变化。随着“大昆明规划”蓝图制定到各类型公共建筑的落成，它们不仅将上海等沿海开埠城市先进的建造经验和

现代建筑思潮带入昆明，也促进了昆明本地的建筑、营造业的蓬勃发展。本文通过搜集整理与营造业相关的管理法

规、重点案例、相关群体三个方面的史料，以梳理战时昆明的营造业发展，并力图展现华盖、兴业、基泰三大事务所的

实践对近代昆明城市建设活动的影响，以期扩充昆明地区“抗战时期”的建筑研究。

关键词：昆明、华盖建筑事务所、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基泰工程司、大昆明规划

Abstract：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many construction factories and construction groups 
moved to join the rush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Kunming, which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the modern urban con-
struction of Kunming. With the formulation of the blueprint of “Great Kunming Planning” and the comple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public buildings, they not only bring the advanced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and modern architec-
tural thoughts of Shanghai and other coastal port cities to Kunming, but also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Kunming. By collecting the historical data of management 
regulations, key cases and related groups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Kunming during the wartime, and tries to show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Allied Architects，Hsin Yieh & Associates, and Kwan, Chu and Yang Architects o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n modern Kunming, to expand the related architectural research.

Keywords：Kunming, The Allied Architects; Hsin Yieh Architects&Associates; Kwan, Chu and Yang Architects; 
Greater Kunming Planning

昆明在 1905 年被迫开埠，1910 年“滇越铁

路”建成通车，一方面打通了昆明与越南的“建

筑走廊”，诸如钢筋、混凝土等新材料得以迅速舶

入昆明，促进了近代云南建筑业、营造业的肇始；

另一方面“所有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力、技

术都先向昆明集中”，[1] 奠定了云南在西南地区建

筑行业的重要地位。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1928 年颁布实施《市组织法》，依据该法规，昆

明正式建制 [2] 并成立市政府，掀开了昆明近代建

筑发展最重要阶段的序幕。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在大型公共建筑中掀起

的“法式风格”热潮（如昆明甘美医院，其临街

立面是外廊式的连续拱券且细部装饰丰富，图 1），

而昆明主城街道两旁的小型建筑较多是“一颗印”

传统民居和两到三层的砖木结构商铺，各种建筑

风格杂糅，呈现出多元文化汇集、融合的城市风貌。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以后，随着战略阵地向西南地区迁移，内地的学校、

工厂和众多文化团体也随之迁入昆明。其间，“中

国固有之形式”的建筑思潮逐渐淡去，“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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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建筑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诸多建

筑事务所和个人建筑师在昆明设立办事处，

以满足内迁的银行、企业和本地昆明市政

机关的大量建设所需。营造学社也设立西

南分社，辗转于云南、四川等地开展古建

筑的田野调查，最终于民国 29 年 8 月 (1940

年 ) 完成了《云南古建筑调查录》一册并

交于云南省民政厅。[3] 总之，战时的昆明

不仅成为抗日后方的重要战略阵地，也拉

开了昆明“现代主义建筑”的序幕，各种

建筑思想在这里碰撞，在昆明近代城市史

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说从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

1937 年南京沦陷是近代建筑黄金十年 [4]，

那么 1937 年到 1947 年可以称之为昆明近

代建筑的“十年发展高潮”。反观对中国

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大多集中

于南京、上海等民国时期的中心城市，且

研究内容多为建筑师及事务所或城市规划

领域，以营造业为切入点研究西南地区的

近代建筑史的成果较少。因此，本研究试

图通过梳理近代昆明营造业的发展弥补这

一不足，以期能为有关昆明地区“战时建

筑”的研究提供线索。

一、战时城市规划草图——建设高

潮的前序

民国 20 年 (1931 年 )，昆明市政府拟

定《新市场开辟计划》进行街市改造。“拆

除正义路、金碧路、威远街、小西门、东

寺街、大观街一带沿街陈旧民房，”[5] 新建

南屏街两旁铺面，后又拓展金碧街两侧骑

楼式铺面。这些街巷面貌焕然一新后一跃

成为城市商业中心，这也为抗战时期华盖

事务所设计的大量银行、办公楼等金融建

筑做了地理位置上的选址铺垫。随着抗战

全面爆发，昆明在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逐

渐提升，又加之沿海、内地的机构、企业

内迁，人才的荟萃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城

市规划思想，另一方面过多的人口使昆明

中心城区拥挤不堪，更大的城市发展需求

迫使昆明市工务局 [6] 进行合理的城市规划。

1939 年，昆明建设史上第一份城市

规划蓝图诞生了，时任昆明工务局局长丁

基实在 1936 年提出构想，交由技术人员

沈长泰执笔绘制，该图称为“大昆明市规

划图”。[7] 该规划图对战时昆明的城市建

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昆明规划”

的整个构想，均是以滇池为中心展开的，

其中第二条提出“将滇池环湖道路与环湖

各县区相连”，以完善市区道路网络系统，

抗战时期打通的两条南北短街——“新祥

云街”与“晓东街”正是基于此而形成。

晓东街的开发采用旧时建房的价值充抵房

租的开发模式，使短时间内晓东街汇集了

各种小吃餐馆咖啡厅，鞋帽百货商铺，十

分繁华。后来华盖事务所设计的著名建

筑——南屏大戏院也选址于此，这所昆明

第一座专业的现代影剧院建成后吸引着大

量市民前来观影，上到军官商贾，下到平

民百姓无不咸聚。

1942 年在市工务局局长唐英任内，又

在“大昆明市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昆

明建设计划纲要》，对昆明城区的市中心

作了初步功能分区和城市道路规划。值得

一提的是，丁基实和唐英早年均外出留学，

而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就有“建造规划”的

丰富经验。归国后两人都曾在同济大学任

职（其中丁基石先生教授“都市设计”[8]

课程，唐英先生教授“房屋建筑学”课

程），他们不仅将国外先进的规划思想引

入国内教育体系，还在昆明城市规划之初

将之与昆明的地方景观结合，可谓是近代

城市规划历程中的创举。此外，时任市工

务局“计正”一职的沈长泰，祖籍江苏南京，

也曾在欧洲留学，迁往昆明后同时主持伯

庚事务所，且与同在工务局任职的杜彦耿

交好 [9]。杜彦耿父亲早年在上海开办营造

厂，从小受到家庭熏陶而接触建筑，他在

1931 年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建筑协会并任执

行委员，同时也是该协会出版的《建筑月

刊》[10] 杂志的主编。上海市建筑协会是近

代极其重要的营造业同业团体，而《建筑

月刊》是近代营造业的主流期刊，杜彦耿

无疑是近代营造业的先行者。正是基于杜

彦耿、丁基实这样的人才输入使“大昆明

规划”草案得以初步描绘，为即将到来的

建设高潮作了前序准备。

二、战时营造业管理——建设高潮

的铺垫

营造业的发展与营造厂的有效管理密

不可分，因此对营造业的研究应该涉及近

代营造业法制化的发展历程，这些法规在

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营造行业的各类建造活

动，决定着建筑师和营造厂各自的角色分

工。因此，笔者从营造厂、建筑技师登记

与管理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着手，论述战

时营造业的制度化发展。

1. 对营造业的管理：民国 28 年 2 月

（1939 年），云南省政府根据国民党内政部

训令，抄发并实行《管理营造业规则》[11]。

该规则第二条即对“营造业”给出了具体

定义：特指经营建筑与土木工程之营造厂、

建筑公司及其他同类厂商。同时要求各营

造厂需登记在案，依法登记包括地址、经

理人或厂主姓名、主任技师、资本数额及

内部构成、业务范围等信息（图 2）。此图1：甘美医院 图2：营造业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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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将营造厂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

级，各等级对应不同的申请条件和工程数

额上限。其中甲等所对应营造厂的资本数

额和申请条件最高，其他等级的营造厂申

请条件依次递减。[12] 甲等营造厂可承办各

种大小工程，乙丙丁则不然。后于同年 7

月 14 日，统一营造业登记申请书、登记证，

登记表、保证书格式，并由此在全省范围

内实行统一的营造业管理。据云南省档案

馆资料显示，在《营造业登记簿》上除需

要填写上述基本信息外，还需要对担保人

资质以及证明文件严格审查。如变更组织

者、资本数额、代表人等情况下，均应申

请重新登记，自此开始对营造业的严格登

记管理。当时的物价上涨极快，抗战第二

年（1938 年）比第一年大约每月平均增长

10%，[13] 因此原本《管理营造业规则》中

对各等级的营造厂商的登记资本数额、承

办工程数额，都因物价上涨而与市场有较

大落差，于是内政部重新修订部分条款，

并于民国 23 年（1934 年）一月颁布了《修

正管理营造业规则》。[14]

2. 对建筑师的管理：相比于战时营

造业的正式管理，昆明市政府对建筑执业

的管理较早。虽然国民政府于民国 18 年

（1929 年）就已经颁发《技师登记法》，要

求农业技师、工业技师、建筑技师登记在

案并统一技师证书格式，但昆明于 1933

年才制定《建筑条例》和《建筑工程承揽

人登记暂行规则》。[15] 民国 27 年（1938 年）

12 月，立法院又出台了《建筑法》，对建

筑许可、工程图样和说明书的绘制内容、

建筑建设的界限范围、建筑的管理做出具

体说明。根据建筑法，先后又在民国 32

年（1943 年）和 35 年 (1946 年 )，出台了《建

筑师管理规则》和《营造业、建筑师条例

及实施细则草案》。[16] 省建设厅按照这些

规则审查办理相关手续，对建筑师的执业

管理越来越完善。

3. 法规中对建筑师与营造厂的各自分

工规定：根据《建筑师业务规则》，建筑

师负责一切建筑上的事宜，例如预拟建筑

方略，进行草图计划、投标图样、编造营

造说明书和各种合同条例，供给大小详图，

发给承包人领款凭单。因此，营造厂不仅

需要对各种材料的应用了如指掌，并在此

基础上预估各种材料用量、控制单位造价，

提供估价单。童寯先生曾讲到“我们只完

成施工图和施工说明书，连同结构图样一

起交出，替业主招营造厂商投标，开价最

低的厂商就得标施工”。[17] 但开价最低并

不是得标的唯一条件，很多工程往往会因

为物价上涨或其他原因，不得不中断工程

或导致最终亏本换取口碑和人脉。营造厂

得标后，需要与业主、建筑师或事务所签

订工程合同。从“中国电力制钢厂与陆根

记营造厂的建筑工程合同” [18] 中看，其内

容包括契约文本（包括建筑章程、施工

说明书、图样等）、工程范围、工程造价、

付款方式、完工期等规定和违规条款。营

造厂还需要制作“工程说明书”，说明底

脚、钢骨水泥、水木石作、屋面、油漆玻

璃、五金构件等材料规格、构造做法等具

体事项。[19] 但这些水、木、石作工人并不

是固定的，营造厂内只有部分固定的技术

骨干，除此以外则根据道路、水利等不同

工种，临时召集施工力量，完成工程项目。

在施工过程中，营造厂商还需要填写“材

料清单”与“进度表”，[20] 施工完毕后需

要请建筑师和业主验收。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可以大致

了解到当时营造厂与建筑师的执业规定与

各自职责，以及一项工程从投标到竣工验

收的整个过程，正是这些规定保障着战时

昆明的城市建设。

三、战时内迁的营造厂——建设高

潮的开端

抗战爆发之前，昆明本土的营造业总

体上发展缓慢。昆明本地的施工机构是由

剑川、玉溪等地来的木工和泥瓦匠开设商

铺发展而来，这些商铺被称为“建筑商号”。

到民国初年，“商号”的经营方式逐渐从

传统个体手工业转变，开始具有营造业厂

商性质。[21] 截至 1920 年，昆明的营造业

厂商仅有 14 家。赵培仁是 20 世纪 30 年

代昆明本地著名的包工头，他承包的最重

要的工程是昆华医院。此外，他还参与了

云南建筑省会省立中学工程和云南大学校

训委员会办公室工程。根据云南省档案馆

的书信资料显示，这些工程集中在民国 26

年（1937 年），且他负责的工程常常拖欠

而不能按时交工。

抗战爆发后，大量上海、南京等地的

一些著名营造厂也纷纷加入内迁队伍，到

昆明承揽工程，带来了先进技术的同时也

培养了一批新型的建筑技术工人，扩充了

营造队伍，使昆明营造业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取得很大发展。据云南省档案馆一份名

为“营造业登记簿”的文件显示，从民

国 29 年 5 月（1940 年）至 32 年（1943

年）4 月，共有 228 家营造厂登记，其中

只有 4 家登记为乙等营造厂，其余全为甲

等。甲等营造厂中有著名的朱森记营造厂、

上海信昌营造厂、西南建筑公司等，其中

对昆明城市建设影响最大的当属陆根记营

造厂。

陆根记营造厂由陆根泉于民国 18 年

（1929 年）开办，曾承揽上海百乐门舞厅、

南京国民大会堂等重要工程，后于 1939

年迁入昆明，厂址设于华山南路。由于其

名声较大，又结识了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

承包的一般都是省市工程或大型工程，如

云南省政府光复楼的兴建、南盘江水利工

程，还有内迁的电力制钢厂、二十二兵工

厂、中央机器厂等隶属于军政部的工厂工

程。其在昆明最重要的工程是抗战胜利堂。

抗战胜利堂原名志公堂，原本是为了纪念

龙公（云南省主席）治理云南政绩卓著而

设立，又恰逢抗战取得胜利，遂改名为“抗

战胜利堂”。当时昆明市政府向社会公开

征求“云瑞公园纪念堂”[22] 的方案，还为

此举办了设计竞赛。参赛的有梁衍建筑事

务所、华盖建筑事务所、营造学社、龄华

工程司、昆明市工务局等共计 9 家，最后

由清华大学毕业生李华（龄华工程司）得

首奖。此次竞赛虽然不像中山陵设计竞赛

那样规模宏大，也不是国际性建筑竞赛，

但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昆明的建设高潮。

此外陆根记还承揽了南屏电影院、大光明

电影院、云茂砂厂、卢汉住宅、谊安大厦 (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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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旅馆 ) 等工程，这些建筑在类型、风

格规模、建造技术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战

前昆明建筑设计和施工的水平。

除了社交因素，陆根记营造厂自身的

施工和管理水准也是很高的。据档案资料

显示，该厂内部设有监工、会计、司账、

看工、料师、厨司、杂役数职，共计 400

余人。虽然厂中人数众多，但对工程的质

量是有严格把控的。据李岱传等人回忆到，

“大部分工序全靠手工作业，但对质量要

求比较认真，用行家话说，砖砌工程中，

沙灰配料比例符合标准，搅拌均匀，砌体

横平竖直，错缝压中而且整齐划一，外观

清洁”。 [23] 陆根记营造厂严格执行自己的

营造法，老板也时常亲自到工地监工，其

承接的工程，不仅大多可以按时交工，而

且从设计到建成品质均受到政府和市民的

一致好评。

四、战时建筑事务所及其实践——

建设高潮的呈现

抗战时期的大量人力财力的集中，带

来了近代昆明城市面貌的焕然一新，大量

人口和企业的迁入，极大地增加了对建设

的需求。如果说当时的昆明为营造商们提

供了用武之地，那相对于建筑师，昆明则

可以称之为各种思潮之下的建筑试炼场。

新型的居住小区，现代化的专业电影院，

多功能的大型礼堂，银行林立的金融街，

都是昆明城中新出现的类型。当时迁入的

著名建筑师有徐敬直、李惠伯、虞炳烈、

赵深、夏昌世、张以文等人，还有营造学

社的成员，他们对近代昆明的建设功不可

没。尤其是基泰工程司、华盖建筑事务所、

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几家著名设计机构，随

着大部队向西南地区迁移，为昆明带来了

现代建筑的思想。

1. 基泰工程司

战前基泰工程司的张以文就曾到昆明

指导昆华医院的施工，据文献记载，是昆

明最早的一位外来建筑师。在抗战爆发后，

基泰把总部基地迁到重庆，派梁衍 [24] 负

责基泰工程司（昆明市同仁街 133 号）在

昆明业务。根据云南省档案馆资料，基泰

工程司在昆明最重要的工程是昆明市图书

馆（现已不存），于民国 28 年 9 月（1939 年）

正式订立工程合同，最终由泰安营造厂中

标建造。“基泰工程司”在“西南”大后

方的许多项目皆围绕着“古典”的风格打

转，但仍有个别项目突破了“古典”的范

畴，向“现代建筑”方向试验，[25] 昆明图

书馆就是这种“折中”语言的实例。图书

馆共两层，立面上延续了以往的“大屋顶”

及斗栱层；斗栱层下的墙身分两段，上层

素平，下层墙砖形成横向线条；入口门厅

突出于主体建筑，两根粗大的柱子支撑着

双坡屋顶，坐落于台基上，呈现出“古典”

风格的端庄优雅（图 3）。但其平面却具有

现代建筑的简洁与功能性，平面呈倒“丁”

字，丁字相交处设为门厅，各房间沿走道

两侧布置，走道两端部设有出入口。昆明

市图书馆项目是基泰工程司在昆明最大的

工程，从设计图样、替业主招标选择营造

厂、现场监工到最后验收都由基泰工程司

完全负责。

基泰工程司除此以外的大部分项目，

要么只负责绘制图样或只负责监工，要么

是对现有建筑的改建扩建 [26]，甚至是修

复河堤、绘制道路勘察图等类型的项目 

( 表 1)。即使当时基泰工程司在建筑业内

已经很有声望，但是建筑师能接到的工程

数量还是太少了。云南省档案馆资料中有

一封梁衍以“基泰工程司”之名对云南大

学扩建工程的自荐信，信中写道“弊工程

司设计学校工程遍布全国，成绩早在洞悉

之中，对于抗战以来一切建筑更多实用的

贡献之昆华医院皆为本工程司之设计监

造，故滇者建筑情形亦敢自称熟悉”[27]，

又列举了其所建造的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

一例，最终还是被项目甲方云南大学婉拒。

可见当时尽管昆明有较多建设需求，但是

物资紧缺，兼顾抗战前线所需物料的同时

难以满足地方城市建设之需。

此外，城市大量的建设人才需求，又

加之各高校内迁，促成了昆明地区建筑教

育空前地蓬勃发展状况。民国 31 年（1942

年），昆明市政府为发展相关职业团体，

任命梁衍和赵深为“工程师会”筹备员。

两人又应邀在西南联大分别负责教授上下

学期的“建筑设计一”和“建筑设计二”

课程，每周4学时。[28]民国34年（1945年），

梁衍又被聘为中国侨民银公司的常年建筑

顾问。总之，当时的“基泰工程司”在从

事建筑教育的同时，项目承揽类型上至道

路桥梁，下至建筑改造，这是当时建筑师

的基本状态，与当今建筑设计与土木工程

设计的“各有所长”不同。笔者将现已查

到的其在昆明的所有工程列入表 1，以供

读者参阅。

2. 兴业建筑师事务所的新型住宅实践

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同“基泰工程司”

一样也承接了较多道路、桥梁类型工程，

例如有翠湖环湖沟道及各出水涵洞工程、

修补宝象河河堤工程。但与基泰工程司不

同的是，兴业建筑师事务所接到了较多的

政府工程，这是因为当年云南省政府聘请

了徐敬直为“省建设委员会”工程师，因

此很多与资源委员会、省建设厅、防空防

灾相关的工程都被兴业建筑师事务所收入

囊中。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对昆明城市建设

最重要的在于住宅方面，主持了“篆塘新

村”的设计建造，使之成为昆明现代化居

住小区的典范。自抗战以后，城市人口突

增至二十余万，原有房屋不够分配，居住

成为大难题。富滇新银行行长谬云台有鉴

于此，遂发起集资等辟昆明市新住宅区借

以容纳大量人口解决住的问题，民国 27

年（1938 年）建成了昆明市第一个新兴

住宅区——篆塘新村。篆塘新村地处金碧

路之北，环城南路以东，该村由市政府、

图3：昆明图书馆正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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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基泰工程司在昆明的项目总览表 表 1

时间 名称 类型 备注

民国 28 年（1939 年） 云南蚕丝公司第二期工程 工程设计

绘制昆明市区图给昆明市保险商业同业工会 绘制昆明市区图 附蓝图二十张

民国 28 年（1939 年） 昆明图书馆泰记营造厂施工 工程设计 需拟具图样及合同样式，由泰记营造厂施工

民国 28 年（1939 年） 勘察滇缅公路建库地点 前期勘察 业主：中央银行下关办事处

民国 28 年（1939 年） 云南大学理工学院及男生宿舍工程 负责施工及监督 已交由夏昌槐和虞炳烈设计

民国 29 年（1940 年） 中央银行昆明分行门面改造工程 改建 改造室内布局，柜台面，铁栅栏及大门

民国 29 年（1940 年） 验收“岗头村”房舍 验收工程 业主：中央银行昆明分行

民国 29 年（1940 年） 南园库房 工程设计 业主：中央银行昆明分行

民国 29 年（1940 年） 农林育种场、稻田改进所、园艺试验厂等工程 工程设计 办公室及卫生间、宿舍等

云南省立医院楼房图 绘制图样

民国 29 年（1940 年） 私立云栖儿童教养院、森林农场图 绘制图样

民国 30 年（1941 年） 西南联大理师学院建筑工程 绘制地盘草图

民国 30 年（1941 年） 平浪仓房补修工程西南建筑公司施工 修缮 地垄墙扶正重砌，加打木排桩，板瓦重搭

已知兴业建筑师事务所在昆明的项目总览表

时间 名称 类型 备注

民国 26 年（1937 年） 翠湖环湖沟道工程 道路工程 包括各出水涵洞工程

民国 29 年（1940 年） “止园”防空库 防空工程设计 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在巡津街“止园”居住

民国 33 年（1944 年） 太和街宿舍  设计图样 业主：复兴商业公司

民国 34 年（1945 年） 沾益仓库建筑工程 招标（是否设计图样未可知） 食库，办公室，宿舍及厨房，厕所及道路

民国 34 年（1945 年） 中国银行昆明分行增强工程中联营造厂施工 扩建工程

民国 34 年（1945 年） 茂恒仓库 设计图样 业主：交通银行昆明分行

民国 35 年（1946 年） 修复宝象河河堤工程 修缮工程 原因：石基夯土皲裂，基础灰缝脱落导致

民国 35 年（1946 年） 云南省政府办公室工程陆根记营造厂施工 工程设计 + 扩建 办公大楼，主席官邸，楼门及内部等

已知华盖建筑事务所在昆明的项目总览表

民国 30 年（1941 年） 云南昆明南屏街办公大楼 工程设计

民国 30 年（1941 年） 云南昆明金碧公园改造 公园改造

民国 30 年（1941 年） 昆华医院设计 工程设计

民国 30 年（1941 年） 云南昆明南屏大戏院 工程设计

民国 31 年（1942 年） 云南昆明兴文银行 工程设计 又被称为 “凹楼”

民国 31 年（1942 年） 云南昆明银行职员住宅 工程设计

民国 31 年（1942 年） 云南昆明南屏街住宅 工程设计

民国 31 年（1942 年） 云南昆明南屏街银行 工程设计 昆明第一座专业、现代化影院

民国 31 年（1942 年） 云南昆明大逸乐大戏院 工程设计

民国 32 年（1943 年） 云南昆明太和街办公室、宿舍油库等 工程设计 业主：昆明白龙潭中国企业公司

民国 32 年（1943 年） 云南昆明大观新村住宅陆根记营造 住区规划及工程设计

民国 33 年（1944 年） 云南矿业公司规划及单体设计 规划及单体工程设计

民国 33 年（1944 年） 云南昆明聚兴诚银行 工程设计

民国 34 年（1945 年） 云南昆明南菁中学规划及校舍设计 学校规划及工程设计 受云南省主席龙云委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云南省档案馆资料绘制）

中央银行等各投资机关共同出资，聘请兴

业建筑师事务所及公利营业公司合并设立

的昆明建筑工程师事务所主持，并拜聘林

徽因建筑师为顾问，设计了这一小区。[29]

篆塘新村共设计建造有甲、乙（图 4）、丙、

丁、戊共五种户型，每种户型均有两个出

入口和室外平台，平面上分别把会客室与

厨卫组合在一起，卧室（每户 4 个）集

中在一起布置。考虑通风和采光的需要，

每户都留有适当的庭院与空地。为适应防

空需要，住宅单体均采用平房。战时建筑

以简单朴实、经济适用为主，因此大量采

用地方材料，“筒板瓦”的坡屋顶、土墙

基、毛石基础与局部土墙平面。整个小区

统一设计、建造精良，水电、通信、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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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设施完备。市政府为使大多数居民不

致负担过重，规定其利润不得超过 12%，

房屋建成即售空。在积累成功经验之后，

营业公司又继续开发了靖国新村、巡津新

村、大观新村等居住小区，均以独栋别墅

为主。[30]

民国 33 年（1944 年），兴业建筑师

事务所还设计了宿舍类型的住宅，位于太

和街，但目前尚未找到相关图纸资料及实

存。此外，民国 36 年 (1947 年 )，云南省

政府委托兴业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省政府办

公大楼和门面、道路并扩充后部办公大楼

等共计 8 期工程，主席（卢汉）府邸也包

含其中。府邸位于西山，是一幢二层的砖

木结构别墅，由陆根记营造厂建造。总体

的平面延续了篆塘新村户型的布局，只是

新加入楼梯间和会客厅组合在一起，目前

改作宾馆使用（其他工程项目见表 1）。

3. 华盖建筑事务所与公共建筑新类型

在昆明近代做最多新类型公共建筑的

是华盖建筑事务所。华盖建筑事务所于

1931 年在上海成立，其中童寯负责图房，

赵深组织能力较强，负责对外接洽业务。

抗战爆发后，陈植留在南京，童寯于 1938

年到重庆，赵深则于 1938 年前往昆明设

立华盖办事处。“当时由上海到昆明的工

商界、教育界人很多，通过这些人，赵深

开始认识本地地主、官僚、资本家很多人，

接到了多项任务”[31]。经过分类整理后，

笔者分银行办公建筑与影剧院两种建筑类

型来叙述华盖建筑事务所 [32] 这些作品对

昆明城市建设的影响。

（1）关于南屏街上的银行和办公楼建

筑：1930 年起，昆明市拆除“近日楼”至“护

国门”城墙，利用城墙和护城河地基修建

南屏街 [33]，1937 年将路面改为沥青路面。

正是战事紧迫，工商企业和各大银行纷纷

内迁，他们都需要有各自的营业场所，恰

逢南屏街的修建，因此，南屏街道两旁新

建了一大批新型的银行、办公楼、商号等

各种金融建筑，还有一些新型的影剧院、

服装店，带动南屏街南边的金碧路和东边

的护国路成为当时昆明的金融中心。在这

条街众多的银行建筑中，云南本地的兴文

银行和由重庆迁来的商业银行——聚兴诚

银行的设计都出自华盖建筑事务所。兴文

银行（图 6）是六层的砖木结构，立面分

为上下两段，上部水刷石外墙面亦呈弧形，

窗户均匀布置且由竖向线条分割；下部

一二层通高，8 根柱子形成弧形的柱廊入

口，整体给人以挺拔、灵动的感觉。当时

的弧形外观的建筑在昆明较少，因此它又

被称为“凹楼”。兴文银行在南屏街上十

分显眼。聚兴诚银行和兴文银行上部相仿，

不同之处一为竖向线条平齐于屋顶下的墙

面而非突出屋顶，二为后者立面呈方形而

非弧形。南屏街上的几栋办公楼建筑与银

行的设计都呈现出比例均衡，突出竖向线

条，勾勒屋顶轮廓线形成统一的体量风格，

极具“现代”建筑特征。

（2）南屏大戏院（图 5）和大逸乐电

影院：南屏大戏院（1939 年设计，陆根

记营造厂施工，）也是华盖建筑事务所为

昆明留下的又一个重要的建筑。它是由当

时的龙云夫人、卢汉夫人以及其他上层人

士出资创建的，是昆明第一座专业、完全

现代化的影剧院，被誉为“远东第一电影

院”。该电影院可以容纳 1400 人，在平面

布置上，一层为门厅，一二层间以电梯相

连，二层回廊设置观众休息处，临街一侧

设置配楼和出口；它充分利用了两侧临街

部分的两层裙房，并设有茶座、舞厅和其

他商业服务等多功能房间。立面上部沿着

弧形玻璃窗立有细长的柱子，窗下有突出

的屋檐作门厅入口。弧形墙面与平直墙面

连接处用窄而高的竖向墙面突出于屋面，

增强了立面层次。影院还和美国好莱坞等

影片公司都签有租片协定，极大地丰富了

市民的生活。而后 1940 年华盖建筑事务所

又设计了大逸乐大戏院，由上海鹤记营造

厂包揽施工。但该戏院屋后山墙附近落日

军炸弹数枚，导致部分坍塌。其原因是设

计时未考虑空袭保固方面的需求，屋后山

墙上段因为空气剧烈震动，而向内倾斜将

近一尺，前面的山墙向外倾斜，情形十分

严重。赵深提出的补救措施是“山墙及屋

架均有倾斜，欲采用钢架加固屋架，屋面

重铺，并在山头下加钢骨水泥”。这是当时

少有的安全事故，因为此次事故赵深被司

法机关刑拘半年左右才出狱 [34]，后来赵深

重新执业设计了龙云的私立南菁中学（华

盖建筑事务所在昆明的其他工程一起列入 

表 1）。

图4：乙种住宅 图5：南屏大戏院 图6：兴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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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抗战胜利后，大批的工商企业、建筑

事务所、营造厂又迁回上海，设备、人才

的流失使昆明顿呈萧条之势。到 1949 年，

云南营造业已经凋零衰败，每况愈下，外

来营造厂数量锐减，本地营造厂面临倒闭。

但是自抗战以来，迁入的建筑师和营造厂

为昆明带来了新的城市变革，也为城市建

设注入了新的血液，为共和国建立后的昆

明建筑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尤其体现在以

下三方面：

1. 图房和营造厂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

建筑师和营造业从业人员。抗战胜利以后，

曾在陆根记营造厂工作的李岱传等人留在

了昆明市建筑公司任总建筑师，马体正先

生留在了昆明市政府任技师；在华盖建筑

事务所实习的何立蒸，接受华盖建筑事务

所的现代建筑思想的训练，第一次将“功

能”与“实用”相联系，并将这一观点发

表于《中国建筑》杂志的《现代建筑概述》

论文中，后于民国 35 年（1946 年）也在

昆明成立了光华工程司，开始建筑从业实

践；还有昆明市建筑业工会、昆明建筑师

联合事务所培养的一大批昆明本土建筑

师，形成了本土的建筑师队伍。面对胜利

后百废待兴的建设需求，馥记营造厂经理

陶桂林成立了中国全国营造业同业公会，

旨在协助政府担负起建设之责，造福同业。

为响应号召，南京、上海、桂林、汉口、

青岛等地先后成立营造业工会，昆明也加

入其中，陆根泉就是常任理事之一。

2. 引入现代建筑思想和新的建筑类

型。这一时期昆明出现了很多新的电影院、

银行建筑、办公楼、商场性质的现代建筑，

打破了以往昆明受到殖民地外廊式、法国

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和宗教文化影响下的

公共建筑风格。新出现的现代建筑空间连

续而流动，平面简约而灵活，房间各功能

布置合理，外观简约，去除了繁复的装饰，

例如南屏电影院的弧形玻璃幕墙，昆明市

图书馆的丁字平面等。

3. 建筑材料的发展。为适应战时状态

下的钢材、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供应严重

不足，不得不“向传统的民间建筑学习，

以就地取材的‘简易建筑技术’实现低成

本快速建造”。[35] 昆明图书馆、抗战胜利

堂等“民族复兴”风格的建筑和各“新村”

的修建，大量使用了本地的各种青砖瓦和

石灰、砂石，促进了本地建筑材料发展；

电力制钢厂是由原来“国立中央研究院工

程研究所”组成，它的迁入打破了昆明用

钢依赖进口的局面；民国 28 年（1939 年）

还成立了昆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云

南第一家水泥工业企业，为修建公路铁路

和国防工程提供了大量水泥，并用于抗战

胜利堂和安宁温泉会馆的修建。

云南有一种“刀耕火种”文化，指的

是被火烧过的土地会更容易种植粮食作物。

近代昆明建筑史上的“十年发展高潮”在战

火中诞生，一方面昆明贫瘠的土地为建筑

师们提供了“现代建筑”的实践土壤，内

迁的营造厂与建筑师们也作为“种子”反

过来为昆明带来繁荣的城市建设；另一方

面内迁的建筑事务所、营造厂培养了一大

批建设人才，这些埋藏的“种子”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昆明开启了新的一页。

（致谢：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

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汪晓茜老师对文章结构与民国法

规部分的写作建议指导，以及沈安波老先生的口述史

料及实物资料，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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