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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名片 

◇中国最大的月季生产基地——南阳月季基地  

  ◇世界第九大奇迹、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恐龙蛋化石群  

  ◇中原人类的发祥地——南召县杏花山猿人遗址  

  ◇中国最早的古长城----楚长城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领袖陈胜的故乡----方城县  

  ◇中华科圣张衡的长眠之地——张衡墓园  

  ◇中华医圣张仲景的墓祠纪念地——南阳医圣祠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躬耕地——南阳卧龙岗  

  ◇中国最大的汉代画像石刻艺术博物馆——南阳汉画馆  

  ◇千里淮河之源“中国四渎”之一——桐柏淮渎  

  ◇中国唯一保存完整、规制完备的府级官署衙门——南阳府衙  

  ◇中国唯一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县衙——内乡县衙  

  ◇中国出土春秋时期文物最多的县——淅川县  

  ◇中国汉代规模最大的冶铁中心——宛城冶铁遗址  

  ◇中国木石雕刻工艺最为精湛的古建筑群——社旗县山陕会馆  

  ◇中国文学名篇《岳阳楼记》诞生地——邓州市百花洲书院  

  ◇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一条街——淅川县荆紫关镇古街道  

  ◇中国最大的历代名医石刻画像集——南阳医圣祠石刻《历代名医画像》  

  ◇中原最大的壁画——淅川县香严寺壁画  

  ◇世界上最小的城——新野县汉桑城  

  ◇河南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中国唯一的地市级科技兴林示范市  

  ◇亚洲最大的沼气城  

  ◇中国首家科技综合示范县——唐河县  

  ◇中国第一个“科教兴村”计划试点县——方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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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辛夷之乡”——南召县  

  ◇中国“柞蚕之乡”——南召县  

  ◇——猕猴桃之乡”——西峡县  

  ◇中国最大的油桃基地——油桃之乡——内乡县  

  ◇“中国名优特经济林——山茱萸生产基地”——西峡县  

  ◇中国最大的香菇交易市场——西峡县双龙香菇市场  

  ◇中国“玉雕之乡” ——镇平县  

  ◇中国“地毯之乡”——镇平县  

  ◇中国“金鱼之乡”——镇平县  

  ◇中原最大的无公害蔬菜基地——新野县  

  ◇河南省最大的“三粉”生产基地——社旗县  

  ◇中国“第一辣椒城”——淅川县香花镇  

  ◇中国“月季之乡”——卧龙区石桥镇  

  ◇河南省最大的网箱养鱼基地——南召县鸭河水库  

  ◇河南省最大的天然中药材库——西峡县  

  ◇河南省唯一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内乡县宝天曼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淅川县丹江水库  

  ◇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淅川县陶岔  

  ◇中国最大的瀑布群——南召县九龙沟风景区  

  ◇中国跨省份最多的街道——淅川县荆紫关镇白浪街  

  ◇“中原第一峰”——西峡县伏牛山鸡角尖  

  ◇“中原人间仙境”——西峡县龙潭沟瀑布群风景区  

  ◇中原共栖蝙蝠最多的天然溶洞——西峡县云华蝙蝠洞  

  ◇河南省最大的橡胶坝群——南阳白河橡胶坝群  

  ◇河南省最大的音乐喷泉——南阳解放广场音乐喷泉  

  ◇中国最大的麦白霉素生产企业——南阳普康衡淯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最大的中医药浓缩丸生产基地——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最大的防爆电机科研、生产基地——南阳防爆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最大的印刷感光材料生产、科研基地——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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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大的压敏电阻片和氧化锌避雷器生产企业——河南金冠王码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立最早的烙画厂——南阳烙画厂  

  ◇河南省最大的玉雕工艺品生产企业——南阳市拓宝玉器有限公司  

  ◇河南省最大最优的食用醋酿造企业——南阳界中酿造有限公司  

  ◇世界罕见的彩色小麦  

  ◇中国五大良种黄牛之一——南阳黄牛  

  ◇河南省出口量最大和创汇额最高的卷烟产品——“利雅得”牌卷烟  

  ◇创世界吉尼斯纪录的水牛角席  

  ◇世界级特大型金红石矿床——方城县金红石矿  

  ◇亚洲储量最大的天然碱矿——桐柏县安棚碱矿  

  ◇居中国首位的南阳高铝三石  

  ◇亚洲四大石墨矿床之一——西峡县石墨矿  

  ◇中国镁橄榄石储量最大的矿床——西峡县镁橄榄石矿  

  ◇中国最大的银矿——桐柏银矿  

  ◇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南阳独山玉  

  ◇中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伤寒杂病论》  

  ◇中国稀世典籍、绝版珍——《道藏经》  

  ◇世界上最早的水力鼓风机——杜诗水排  

  ◇中国最早的车上杂技图——新野县出土的平索戏车汉画像砖  

  ◇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地市级作家群——南阳作家群  

  ◇中国“曲艺之乡”——南阳市  

  ◇“天下第一团” ——内乡县宛梆剧团  

  ◇中国马戏第一村——邓州市张楼乡丁湾村  

  ◇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陶狗王  

  ◇目前中国出土最完整的天象图——南阳《麒麟岗墓顶天象图》画像石  

  ◇中国猕猴养殖基地——新野县  

◇中国香菇之乡——西峡县  

◇国际玉城——全球最大的玉雕及相关工艺品批发、零售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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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概述 

南阳，河南省省域次中心城市，豫陕鄂川渝交界处区域性中心城市，豫西南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科技、物流、交通中心。南阳是国务院第二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南都”、“帝

乡”之称。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全国楚文化与汉文化最集中的旅游

区之一，也是中部地区重要的旅游胜地之一。卧龙岗旅游文化集聚区、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

南水北调中线渠首，和桐柏淮源国家风景名胜区是南阳四大重点旅游景区景点。南都帝乡，

四圣故里，千年玉都，中国水城，卧龙之地，灵秀南阳！南阳被评为 2010 中国最具

创新力城市。 

南阳四圣: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智圣诸葛亮。 

卧龙岗三国文化旅游集聚区、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南水北调中线渠首，和桐柏

淮源国家风景名胜区是南阳四大重点旅游景区景点。 

南阳玉，素有“东方翡翠”之称，故南阳被称之为“千年玉都”。南阳是医圣张仲景

故里，这里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 ，故被称之为“中华药都”。 

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陕西省接壤，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之北而得

名。因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马蹄形盆地，故称南阳盆地。  

  南阳是河南省第三大城市，河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南阳市是豫西南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科技、物流、交通中心，南阳是中原经济区主体区和连南启西的重要支

点。 

南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豫、鄂、陕的交通要道。洛湛铁路（焦柳铁路）、宁西铁

路在南阳交汇。沪陕高速、二广高速、日南高速、许南高速、南阳城区绕城高速、内邓高速、

焦桐高速、武西高速、和临三高速（临汾至三亚）等多条高速遍布南阳各地。国道 312、207、
209 等 4 条国道以及 14 条省道连接南阳各地。南阳机场为河南三大民用机场之一，南阳西

峡旅游机场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南阳目前总人口 1091 万，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下辖邓州市（代管）、西峡县、镇平

县、内乡县、淅川县、新野县、桐柏县、唐河县、方城县、南召县、社旗县、卧龙区、

宛城区、南阳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南阳新区、鸭河工业管理区、南阳油田工业管

理区等市县区。南阳人真诚地欢迎海内外宾朋到南阳投资兴业、旅游观光、共同发展！ 

行政区类别：地级市 

所属地区：河南省 

下辖地区：邓州市、卧龙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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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区号：0377 

邮政区码：473000 

地理位置：河南省西南部 

面积：2.66万平方公里 

人口：1091万 

方言：南阳话 

气候条件：属典型的季风大陆半湿润气候 

著名景点：宝天曼自然保护区等 

机场：南阳机场 

火车站：南阳火车站 

车牌代码：豫 R 

名称由来 

南阳历史文化悠久，人杰地灵。南召杏花山猿人遗址及多处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

化石、器物表明，远在几十万年前，人类祖先己在这块土地繁衍生息。约七八千年前，

先民们以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明。周代天子非常重

视这片富庶的土地，曾分封了申、吕、谢、郦、蓼、曾、鄀、许等诸侯国。春秋时楚

设宛邑，到战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272 年）“初置南阳郡”时，才开始使

用“南阳”这个名字。至今，已有两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朝代屡经更迭，区划不

断变改，但南阳这一地名，一直被保留着沿用着。在历史的长河里，愈来愈丰富了她

的涵义，在时代的演进中，充分显示着她坚强的生命力。 

“南阳”意思是说它位于伏牛山之南，居汉水之北而得名。南阳得名由来，文献

记载较为明确，《资治通鉴·周纪五·赧王四十三年》载：“秦置南阳郡，以在南山

之南，汉水之北也”，《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载：“秦昭襄王取朝地，置南阳

郡，以在中国之南而有阳地，故曰南阳，《释名·释州国》载：“南阳在中国之南，

而居阳地，故以为名也”。 以上三处记载，虽文字不尽相同，然表达含义基本一致。

“中国之南”中的中国应理解为“中原”或“国中”，“南山之南”中的南山即今伏

牛山，“中国之南”和“南山之南”的“南”， 都表示这一区域所处的地理方位。

而“有阳地”、“居阳地”和“汉水之北”， 则又表示其所处方位具有“阳”性地

望特征。我国古代有一条约定俗成的地名命名原则，即“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山

南为阳，山北为阴”。 南阳位于汉水之北，又居伏牛山之南，具有方位 “阳”性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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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特征。《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载：“周为申伯国，春秋属楚，战国属韩，秦取

韩地赴汉水之北，洛阳颍川之南，置南阳郡治宛，以其在中国之南，居方城汉水之间

故曰南阳”。 这充分说明秦置南阳郡时，因其位于伏牛山之南，居汉水之北而得“南

阳”这个名字的。  

“宛”是南阳最早的地名之一，宛，即反映了“盆地”的地貌特征，又反映了

它的生态环境。《说文解字》： 宛，屈草自履也，从宀、夗声。其义：① “四方高

中央下”， 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② “屈草

自覆”为芳草盖地，植被葱绿貌。春秋初期，南方的楚国日益强大起来，先后向北吞

并了汉水流域诸国，吕、申两国也被楚文王所灭。楚国占据这片既有沃野美壤，又有

江河之便的土地之后，便在这里建置宛邑，作为问鼎中原的基地。宛之名，即自此而

始。其后，宛由地域名，演变成为“宛城”、“宛县”、“宛州”、“上宛县”等，

时至今天，“南阳市”和“宛城区”均以“宛”为其约定俗成的简称。 

行政区划 

截至 2011 年 1 月 1 日，南阳市辖 3 个市辖区、1 个国家级高新区、2 个工业管理

区、10 个县，1 个县级市。目前南阳市中心城区有 44 个街道，整个南阳市有 116 个

镇、93 个乡。包括：卧龙区、南阳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宛城区、邓州市、南召县、方城县、 

桐柏县、淅川县、镇平县、唐河县、内乡县、新野县、社旗县、西峡县。 

基础设施 

中心城区篇 

南阳中心城区现有人口 100 万，建成区面积 100 平方公里。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将在南阳召开。南阳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供水、供电、道路建

设及园林绿化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猛，城市服务功能明显增强，中心城区的白

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拥有近两万亩水面，形成内陆城市少有的水城、绿城景观。先后

被评为“2010 中国最具创新力城市”、“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市”、“全国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优秀城市”、“中国旅游百强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园林城

市”。南阳国家级高新区（2010 年 10 月 1 日已批准）、南阳新区、南阳生态工业园区、

南阳龙升工业园区（南阳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阳油田工业管理区、和南阳鸭河

工业管理区等市辖产业集聚区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南水北调大运河、白河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和独山玉矿山国家森林公园在南阳中心城区形成了独特的“双龙戏珠，

山水环绕”绿色环保的生态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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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篇 

洛湛铁路（焦柳铁路） 洛阳（焦作）——————湛江（柳州）  

  宁西铁路 南京——————西安  

  郑渝高铁（规划） 郑州——————重庆  

  南济铁路（规划） 南阳——————商丘——————济宁  

  高速公路：  

  二广高速 二连浩特—————广州  

  沪陕高速 上海—————西安（武威）  

  南日高速 南阳—————日照 南阳中心城区绕城高速  

  许南高速 许昌—————平顶山—————南阳  

  内邓高速 内乡—————邓州  

  焦桐高速 温县—————桐柏  

  武西高速 武陟—————西峡  

  临三高速 临汾—————三亚  

  公路：国道 311、312、207、209 等 4 条国道和 14 条省道。实现了 2957 个行政

村通水泥路、柏油路。  

  南阳机场为河南省第二大民用飞机场。它位于南阳市正东 12 公里处的宛城区姜

营地段，南阳机场一期扩建工程在 2010 年建成，现开通有北京、上海、杭州、郑州、

成都、海口、西安、武汉、广州、深圳等多条航线，力争开通南阳至首尔等多条国际

航线。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南阳处在华中电网覆盖之下，境内装机 190 万千瓦的鸭河口火电厂一、二期、

装机 25 万千瓦的蒲山电厂、热电厂一期 2*21 万千瓦，方城风力发电站已经建成发电，

白河南南阳热电 2×60 万千瓦项目也已开工建设，南阳核电站已在审批当中。固定电

话号码升至 8 位。 

社会经济 

综合实力 

  2009 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1780 亿元位居河南第 3 位。比去年增长 12.5%，财

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明显提高，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

明显提高，中原经济区的重要区域增长极。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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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3.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13 亿元，增长 54.6%；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 28.8 亿元，增长 30%；粮食总产 466 万吨，粮、油总产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831 元，增长 13.2%，农民人均纯收入 4894 元，增长 16%。2010

年，南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55.8 亿元，同比增长 11.6%，仍然稳居河南省第三位。 

科技 

  南阳市是一座拥有悠久创新历史的城市，先后成功创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国

家可持续发展试点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市。张衡发明地动仪，张仲景撰写《伤

寒杂病论》，王永民创制五笔字型、邓州探索基层民主管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等，

已成为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典型创新案例。  

  南阳“创新带动”成效显著，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南阳市荣获“2010 中国最具创

新力城市”。  

目前，南阳市拥有两个国家级、4 个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4 个科技项目

列入国家“863 计划”，8 个项目列入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约占全省总数的 1/7，近

50 家企业主持或参与了行业和国家标准的制订，年申请专利突破千项大关，科技综合

实力在全省位居前列。  

农业 

南阳素有“中州粮仓”之称，是全国粮、棉、油、烟集中产地。正常年景，粮

食总产约占全省 11%、全国 1%；棉花占全省 20%、全国 4%；油料占全省 13%、全国 2%。

有 6 个县市区是国家商品粮、棉基地，3 个县市区为国家优质基地。南阳黄牛居全国

5 大优良品系之首，南阳月季产量居全球之最。 

工业 

  南阳市工业生产总值多年来稳居河南省第 3 位，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和一大批国家级重点企业，企业取得了众多国内和国际上领先的科研技术成就。现已

初步形成：油碱化工、机械电子、装备制造、电力能源、冶金建材、纺织、中医药、

光电和汽车零部件。  

拥有各类工业企业 13 万多家，酒精、石油、胶片、印刷板材、中西药、纺织品、

防爆电机、卷烟、水泥、天然碱、汽车配件等产品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重要位置。燃

料乙醇被列为国家“十五”试点推广项目。南阳核电已经入围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投产后年产值将达到 300 亿元。届时南阳将形成集水电，火电，风能，太阳能与核电

为一体的清洁能源基地，为南阳与企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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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 

  今年前 5 个月，全市所辖县城 14 个产业集聚区累计完成投资 87.1 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 70.81%，其中，实施工业项目 343 个，完成投资 63.39 亿元，占全市城镇以上

工业投资的 35.68%；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 18.25 亿元；标准化厂房完成投资 5.46

亿元。招商引资项目 116 个，引进省外资金 26 亿元。营业收入 309.44 亿元，占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的 44.17%。  

南阳市所辖县城有 14 个产业集聚区：邓州市产业集聚区、淅川县产业集聚区、

新野县产业集聚区、唐河县产业集聚区、桐柏县产业集聚区、方城县产业集聚区、镇

平县产业集聚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内乡县产业集聚区、社旗县产业集聚区、西峡

县产业集聚区等 14 个产业集聚区。  

金融 

  南阳的电脑销售和服务产业在 20 世 90 年代开始步入高速发展阶段.，七一路是

南阳最早的电脑商户聚集地段，最早成立的专业 IT 卖场就位于七一路和工业路交叉

口，之后到 2003 年在车站成立了南阳第一家综合性 IT 大卖场－南阳百乐科技市场，

随后南阳工贸家电市场开始有单纯的家电市场发展成为南阳第二家专业的 IT 产品销

售中心，在 2009 年年初，南阳华恩数码广场在南阳火车站建成，至此为止南阳已经

形成了七一路电脑一条街和南阳火车站三大市场鼎立的 3+1 局面，南阳科技市场也成

为豫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 IT 大商圈之一。  

金融服务业：  

  全国型商业银行 8 家：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中信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 中国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   

  地区性商业银行：  

  南阳村镇银行 郑州银行南阳分行 南阳市商业银行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  

  政策性银行 3 家：  

  中国人民银行南阳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南阳分行 南阳村镇银行   

  筹备：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  

  证券：中原证券、民生证券、中航证券  

  保险公司 10 家：中国人寿、平安保险，中国财产保险，太平洋保险，康泰人寿，

天安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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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当行数家：绿城典当等  

物流：  

  南阳物流业依托南阳的交通和区位优势迅猛发展，形成了以南阳中心城区为中

心、各县成为节点的物流体系。   

旅游  

  南阳市大力发展旅游业。2006 年创建南阳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取得了圆满成功。   

通信业：  

自 1998～2003 年 6 年间，南阳通信有 5 年固定电话放号位居全省第一位（除省

会）；整个“九五”期间，全国固定电话增长 2.5 倍，全省增长 6.3 倍，而南阳增长

了 7.3 倍；与“八五”末的 1995 年相比，南阳通信的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 7.6 倍，

数据多媒体业务也走在了全省同行业的前列。  

南阳回族历史 

南阳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1000 余万民众分别隶属于汉、回、蒙古、满、藏、

苗、彝、朝鲜、侗、壮、布依、瑶、白、土家、傣、水、纳西等 36 个民族，少数民

族人口 24.6 万人。汉族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遍布境内的大部分乡村。回族是少数

民族中的第一大族，境内各县均有居住。蒙古族和满族等少数民族多在镇平、内乡、

淅川、南召、社旗的居住。多民族共融的局面，集中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娱乐潮

流和社会趋势。千百年来，南阳盆地一直绵延着不熄的楚汉文化之光。  

  回族  

  南阳有回族 14 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2%以上，占少数民族的 56.9%，在少

数民族中居第一位，占全省回族人口的 16%。他们遍布全市十三个县区，其中万人以

上的有宛城区、方城、镇平、邓州，有唐河、新野、卧龙、内乡大多数居住在农村，

约有 1/3 的人口聚居于城镇。  

  民族来源 

  （一）元代屯田回族进入南阳境内定居的历史较长，早在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

年），就有人在新野定居，但其主要来源，乃是元代初期随着蒙古军中的“探马赤军”

而进入的。这些西域军人在驻防地带经过屯田，“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集牧养”，

而留居下来的为数较多。清光绪《南阳县志·兵防》：  

  至元六年（1270 年），始于申州立屯，八年（1272 年）散还原屯户，别签南阳

诸色目人，户设营田使司领之。寻废，改立南阳屯田总管府。复罢止，隶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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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户六千零四十一，为田一万零六百六十二顷七亩。  

  唐河县湖阳陈姓于至元七年（1271 年）来南阳屯田时落籍于此；另一屯田陈姓，

曾受命围攻开封，散居于开封附近，后因水患，又返回南阳、唐河一带。大德二年（1298

年），“又移襄阳哈刺鲁万户于南阳，户受田百五十亩”。大德五年（1301 年）《重

修玉皇庙碑》：  

  拨南阳府屯田给新籍辉和尔户，俾耕以自赡，仍给粮。  

  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明洪武年间，“南阳县尚存六十一屯”。至今，瓦店、

石桥、黄池陂、界中等地，仍是回族较为密集的地方。这些从事民屯和军屯的人，全

是“诸色目人”，其中尤以“回回氏”最多。至元十年（1273 年）元世祖令“探马赤

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他们姓氏多为波斯语的第一音，如哈、赛、马、纳、沙、

苏、买、穆、海、丁、白等。元亡以后，有不少人改用汉姓，南阳内马、苏、买、白、

赛、丁、金、巴诸姓的人口仍然占居多数。清光绪《淅川直隶厅志》：  

  境内居民，汉族以外厥有，回族本系土耳其人，南（宋）末造，始自西域迁入本

境，户约一百七十，口约七百有畸，散处境内。  

  （二）官宦入籍陕西泾阳县永乐镇马姓的第三代人马化龙，为万历丁丑（1577

年）三甲第五十六名进士，曾出任天津道；四世马之骐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二

甲第五十一名进士，于明朝末年，为逃避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运动，移居新野县沙堰

定居。另据湖北省发现的《马氏族谱》中载：原籍在陕西西安府泾阳县永乐镇的马依

泽第十一世孙马乾玠珍号枢仪（南宋宁宗庆元丙辰第四十二名进士），于理宗绍定五

年（1232 年）四月十二日出任南阳知府，落籍于新野县。邓县人铁铉（1366~1402 年），

在明代出任过兵部尚书，也是元朝时留居于此的回回人后裔。邓县城关小东关关帝庙

内附祀铁铉像（传说庙内所祀的金面关公实系铁铉，因当时不敢公开设祭，故借关公

之名立祠），大东门内双忠祠内，将铁铉与唐代的张巡同祀于殿，城南姚营村有其衣

冠冢。  

  方城县的闻姓，原籍山东省。清初因闻富喜出任南阳镇台游击而落镇平县闻家营，

后代迁于方城县闻岗。道光年间，其后人闻远又曾出任过新野县守备及芜湖协镇，至

今闻姓家族在宛城、镇平、方城、新野、社旗境内仍分布很广。  

  （三）经商、行医、传教道光年间，南阳县丁、李二姓自封丘县迁到新店镇，经

营商业与旅店业，其后代在此衍为大族。方城县海姓，原籍山西洪桐县，以修补皮货

为业，担皮匠挑经荥阳、泗水等地落籍于方城县。桐柏县金姓的先祖，原是从外国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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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浙江经商，初迁入开封，再迁桐柏县。南阳县丁姓祖茔碑载“吾丁姓始祖山西洪桐

县”，明洪武年间徙迁河南孟县桑坡。明末，一脉（到孟县的第三代）经临颍小凡城、

方城县博望到石桥定居；另一脉由桑坡迁新野县横堤铺。南阳市区的水姓，原籍陕西

省渭南县良天坡，高祖水好成行医到镇平县定居，后来又有一支分迁到卧龙和市区。

卧龙区黄台岗乡小陈寨村的陈姓，原是陕西渭南县龙井村人，于清康熙二年（1663

年）以“芪黄为业，贸易于豫宛而落籍”；镇平县吕坡答姓，元时由西域入中原，落

籍陕西后又迁居湖北省钟祥县答家湖，于清代受吕坡的邀请，来此出任阿訇，遂留居

于此。  

  （四）疏散反明义军明宪宗成化年间，荆襄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反明义军。

参加义军的回族人很多，在当时的一篇奏稿中有“比年荆襄流民复聚，且外郡安置回

回达达结合成群，假以贩马为名，侵扰道路”的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中名列十三家

之一的马守应，号老回回，率领农民起义军，在淅川、南阳一带活动频繁。崇祯十一

年（1638 年），李自成因作战失利，投淅川马守应营，卧疾半年多，在马的支持下再

度起事。十四年（1641 年），李自成“陷唐，堕城几为平地”（《唐河县志·城池》）。

义军失败后，一部分人流散在这些地方。现在的马、杨、吴、陈、柏、白等姓，多半

是那个时期从陕西方向来的。宛城区黄池陂一带的马姓与荥阳马沟马姓的辈序排列完

全一致，显然是出于一脉。海、法、虎、刘四姓是那个时期由荥阳县的法堂、虎沟等

地迁来的。 

第三章 历史沿革 

早在 50 万年前南召猿人已经生活在南阳这片土地，与北京人大致处于同一时期。

现在有南召县杏花山猿人遗址。  

  夏朝初，禹把今南阳境内邓州作为都城，见唐杜佑《通典》：“邓为禹都”。  

  商朝、周朝时，现南阳境内有申、邓、谢等诸侯国。  

  春秋时，楚国属地，称为宛，冶金业发达。  

  战国后期为秦所据。公元前 272 年，秦昭王三十五年，设南阳郡。  

  西汉置南阳郡，辖境自河南熊耳山以南至湖北大湖山以北。  

  东汉被称为“南都”，为仅次于首都洛阳的第二大都市。  

  唐朝，南阳设邓、唐二州。唐朝中盛时期南阳地区农业兴旺，工商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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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初年，南阳是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的封地，在南阳城内建造了规模

宏大的唐王府。现在留有王府山。王府山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单体假山，也曾是老南阳

城最高建筑。  

  清朝光绪十年，镇平地区开始生产丝绸，并远销欧洲及东南亚各国。  

  1948 年 11 月 3 日下午毛主席挥毫撰写《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一罕见杰作，报

道中原战局的最新进展。11 月全南阳解放。  

  1998 年 11 月 4 日，是南阳解放 50 周年纪念日，中共南阳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缅

怀先烈的不朽精神，弘扬革命传统，纪念南阳解放 50 周年，报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建立南阳解放广场和南阳解放纪念碑。经过建设者们的辛勤努力，

工程如期完成，并于 11 月 4 日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碑揭碑仪式，碑高 63.09 米。  

1994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94]67 号）：（1）撤销南阳地区、县

级南阳市、南阳县，设立地级南阳市，市人民政府驻新设立的中州路。（2）南阳市

新设宛城区和卧龙区。（3）南阳市辖原南阳地区的桐柏县、方城县、淅川县、镇平

县、唐河县、南召县、内乡县、新野县、社旗县、西峡县和新设的宛城区、卧龙区。

原南阳地区的邓州市由省直辖。 

 

第四章 文化艺术 

南阳是国务院第二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东汉时期为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

秦汉时叫宛郡，后来也有叫陈留的，故有“南都”、“帝乡”之称。城西卧龙岗是诸

葛亮辅佐刘备前的躬耕地武侯祠，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三顾茅庐”典故的最正统的发

生地。 

南阳历史上曾孕育出“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 范蠡、“智圣”

诸葛亮，“谋圣”姜子牙以及政治家百里奚，更滋养了哲学家冯友兰、军事家彭雪枫、

文学家姚雪垠、科技发明家王永民、作家二月河等当代名人。 南阳荣获“中国楹联

文化城市”称号。荆紫关镇跻身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南阳板头曲、内乡宛梆被列入首

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南阳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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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旅游景点 

南阳历史悠久，山川秀丽，拥有众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和引人入胜的

自然景观。 南阳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8 处，省级 64 处，不同专题的博物院馆 14 处。  

其中南阳府衙、内乡县衙是中国封建社会官衙建筑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两级衙门。

南阳境内发现的大面积恐龙蛋化石群轰动世界，淅川县境内楚始都丹阳春秋墓群出土

的稀世珍宝闻名遐迩，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的楚长城遗址引人关注。 现有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2 处，国家森林公园 1 处，省级自然保护区 1 处。其中，宝天曼和老界

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地貌独特，植被良好，风景如画；2001 年宝天曼被列入世界人与自

然生物圈保护区；淅川县境内丹江口水库风景区以亚洲第一大水库和南水北调的渠首

源头为世人关注；正在兴建的西峡恐龙蛋生物遗迹博物馆将成为不可多得的科普教育

基地。内乡县衙、鹳河漂流跻身 4A 级景点行列，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通过国家评审，

叶家大庄桐柏英雄纪念馆列入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距南召县云阳镇北 3 公

里处的杏花山“南召猿人”遗址，是中原人类的发祥之地。1978 年，科学工作者在此

采集一颗猿人牙齿化石及大量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专家鉴定，定名为“南召猿人”，为距今约 50 万年前更新世中期的古人类

遗址，与北京周口店猿人的时代大体相当。南召猿人的化石地点，是国内发现的重要

的古人类遗址，它填补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历史空白，扩大了猿人在秦岭地区的

分布范围，为进一步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河南省重点旅游项目之一

总投资 4.5 亿元，占地 1200 余亩，总建筑面积 8.6 万平方米，水域面积 19 万平方米

的莲花温泉水城将于今年十一完全建成开放，现已投入市场。 

宝天曼自然保护区 

宝天曼自然博物馆是河南省生物标本保存种类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位于南阳市内乡县东

5 公里处的五龙庙坡 312国道旁。占地面积 54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600 平方米，布展面

积 3500 平方米。内部由序厅、地质生态厅、古生物厅、地质遗迹厅、植物厅、动物厅、人

与自然厅、工艺品厅、多功能厅等九个展厅及生态、地质科普走廊组成，同时每年还推出几

个临时展厅以满足游客的需要。馆内的陈列和展览以丰富多彩的动植物标本和绚丽的自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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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根檐柱，其上承拖仿木结构的房顶，上有脊兽、瓦垄、瓦当、滴水、封檐板等，雕刻精细。

银椁盖为七棱型，其上为线形纹饰，前方透雕双凤戏牡丹。银椁两侧，錾满龙兴寺、开元寺

施主姓名和梵语。金棺放在银椁内的前方，长 19 厘米，宽 11 厘米，高 11 厘米，重 620 克，

前档有仿木建筑，其下有护法神 2 个。金棺左侧为释迦涅槃的故事，右侧为出行图。金棺内，

前面放“顶骨”一尊，后边放“佛牙”一枚，玻璃宝瓶放在银椁的后方，米黄色的瓶中盛着

米粒大小的佛祖舍利和无色透明液体 

南阳汉议事台 

汉议事台，原名议事堂，是三国时刘备和诸葛亮当年议事的地方。议事台始建于汉代，

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为议论军国大事特意修筑的，台呈圆形。魏晋以后，因屡遭兵

燹，台堂坍塌，几乎废弃。至明万历年间重建，将台改为矩形，南北长 80 米，宽 4 米，高

5 米，砖石垒成。台上建起纪念亭一座，亭系双层，八角挑檐，上层八角背上，各爬陶制飞

龙一条，卷曲欲飞，栩栩如生。角端又饰镇海神像八尊，凝视八方，神态威武。八脊中心呈

法轮式葫芦形。亭内漆柱分立，窗开四壁，太极图象，精绘亭顶。亭的下层角、坡、脊、檐

也是飞檐走兽，海马小狮排列脊端，使台亭形成上尖、中圆、下方的立体结构，造型奇特典

雅。台基高三丈六尺，象征一年 365 天，亭修八角，以显示“八卦”之意。当时诸葛亮在此

处头顶太极，脚踩八卦，踏罡布斗观天象，望气脉，为夺取荆益，安抚西南，帮助刘备完成

统一大业，日夜运筹，研究方略，确定对策。亭脊的八角水龙，是诸葛亮为防御火灾设计的。

这八条龙面对八方，哪方烧来大火，哪方的龙头就会自动喷出水来，别开生面。 

桃花源 

桃花源由桃花谷和桃花源两部分组成。景区全长 4.5 公里，景点百余处，俗称“三岭九

道弯，九弯十三潭”。天门瀑布落差 108 米，是南阳唯一的悬崖飞瀑，在整个伏牛山也非常

罕见。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前秘书长王海中来此考察后题词：“人间仙景，胜似仙境”。全国著

名作家乔典运观后题词“何苦万里漫游，这里景致尽有”。 

第六章 自然资源 

简介 

南阳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属典型的季风大陆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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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美食特产 

南阳油茶 

   喝一口漂着嫩绿的葱花、焦黄的芝麻的咸香可口的油茶，仔细品味那细小的芝麻，那香

就在舌尖，那味含的口中。慢慢咀嚼那碾成碎块、炒成焦黄的花生，齿香盈余……南阳油茶

的魅力不知倾倒多少食客。旧时，南阳城里卖壶装油茶的小贩那“喝———油茶”粗声怪气

的叫卖声，更是古城南阳饮食文化的一道风景。  

    南阳的油茶，起源于清朝雍正年间。解放前卖油茶的小贩卖的大都是壶装油茶。壶是铜

制长脖壶，壶嘴长长的，外套棉套保温。往外倒油茶也是一道“景观”：小贩以脚顶起壶尾，

油茶顺壶嘴呈弧状喷出，顿时香气四溢，令食客垂涎。南阳人还为卖油茶的小贩编了一个顺

口溜，生动形象：“卖油茶的生得苦，黑了(晚上)白天背夜壶，屁股一撅头一点，倾刻就是

一大碗。”  

    南阳油茶配料为面粉、花生、芝麻、香油、核桃仁、葱等，味道浓郁，咸香适口。  

    南阳油茶为舶来品，其起源与佛教文化有一定有渊源。  

    佛教的传入，对我国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佛教禁戒宰杀动物，食素(佛教徒

食素始由梁武帝提倡)，促进了净素烹饪流派的兴起和发展。  

    清朝是我国饮食文化大盛的朝代，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饮食文化新局面，研制出了一大批

新型食品，油茶就起源于清朝雍正年间，是典型的佛教文化产物。清朝雍正帝信佛教，喜欢

素食。相传雍正皇帝为治黄河水患带着大批人马亲临河南，视察黄河。一天来到武陡县，知

县吴世碌深知雍正喜爱素食，便召来县内名厨。当时有一厨师姓牛，祖居南阳，在武陡当差，

煞费苦心地想出了一个讨好雍正的办法：把花生炒黄去掉外皮和内衣，把嫩黄的花生仁再分

成两片；把核桃仁也稍炒出香味，切成豆子大小的块状，再把芝麻也炒出香味；还有面粉加

入适量盐放入锅内炒出香味。最后把这些花生仁、核桃仁、芝麻、面粉加一小勺香油，同时

放在一容器内搅匀，加上水调成糊状，倒入沸水中做成汤。汤做好了，顿时香味扑鼻，令人

垂涎，盛了一碗，敬献给皇上。雍正食后大加赞赏，问是什么食品，牛师傅跪下回奏道：“皇

上，这是小民家祖传食品油茶”。雍正吃得高兴，立即指令油茶为朝廷贡品，并传旨开油茶

馆。油茶因雍正而声誉鹊起。雍正走后，吴县令依法广为制作，并开油茶店大赚油茶钱，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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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学校与教育 

南阳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中学(简称南中或南阳一中)，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中原的省重点高

中。 目前，学校现有高中班级 34 个，2400 名学生。在职教职员工 157 人，特级教师 2 名，

高级教师 38 名，一级教师 42 人。国家级骨干教师 4 名，省教育教学专家 1 名，硕士研究生

毕业 5 人。 

中文名：南阳市第一中学 

类别：公立中学 

校训：博文约礼，成德达才 

学校简介 

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中学(简称南中或南阳一中)，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中原的省重

点高中。旧址位于南阳市东关书院街，占地面积七十余亩。原为晋永昌三年所建的弥

陀寺(俗称东大寺)。清康熙三十年，知府庄有信以废寺改建宛南书院。清光绪二十九

年(1903 年)，诏改书院为学堂，至三十一年，始改名为南阳中学堂。民国元年春，改

为府立宛南第一中学堂。民国三年，改为河南省立南阳中学校收归省办。民国九年更

校名为河南省立第五中学校。民国二十三年改称河南省立南阳中学校。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又先后更名为“河南省立南阳第一中学校(1954 年)”，“河南省南阳第

一高级中学校”(1959 年)，“南阳拖拉机配件厂‘五七学校’”(1968—1971 年)，

1971 年复更名为“南阳市第一中学校”至今。南阳市一中于 2002 年 8 月迁至新校，

校址住于建设东路，白河之滨，占地二百亩。学校 1 959 年被确定为省重点高中，1978

年再次被确定为省重点高中，为南阳市唯一一所省级重点高中。解放后曾为南阳行署

所辖县级南阳市管理；1994 年撤地设市后收归地级南阳市管、为市教育局直属学校之

一。 

学校新貌 

世纪之交，一中领导深感旧校面积小，建筑老化，出路不畅，改造困难，影响学

校进一步发展，故决定迁校。  

  新校址位于建设东路，北依独山，东临白河，风景优美。共占地二百亩。设计规

模为 42 个教学班，98 年初开始筹建，市迁建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李天岑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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