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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阳 概 况

(地理概貌]襄阳地区位于湖北省北部，汉水中游。总面积26456

平方公里。地跨东经1 1 0。45’——l 1 3。47’，北纬3l。14’——

32。38’。东西长约283公里，南北宽约154公里。东与孝感地区接壤，．

西与郧阳地区相连；南与宜昌地区，荆州地区毗邻；北与河南省交

界。地区行政公署驻襄阳城，绝对位置：东经112。08’，北纬32。01’，

东南沿铁路距武昌328公里o o

[行政区划)襄阳地区分为襄阳，枣阳、随县，宜城、南漳、光

化，谷城、保康八县，随州、老河口二市。共1 20个公社，9个县辖

镇，5个市辖办事处，3900个大队，25127个生产队。

．’1 979年，：全区共有1 05．53万户，其中农业户98．26万户，占93．1％；

总人口529．3 5万人，其中农业入口485．94万人，占91．8％。民族主要为

汉族。。另有回、‘苗、土家，朝鲜，蒙、满、壮、维吾尔，瑶、黎、

侗、。彝等十二个少数民族，共201 3户，9493人。

j。’(地形)襄阳地区为半山区半平原地区。地形特点t东西两端

高，，中问低，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大致可分三大类型：

j西部为山区，是秦岭的东延部分。武当山脉位于谷城西部，，与汊

江北部山区平列，主峰海拔1 500余米；荆山山脉呈西北一东南走向，

分布在保康、南漳以西地带，主峰(望佛山)海拔1 946米；西部山区

海拔一般在1 000米左右。
。

东部为低山丘陵。桐柏山沿枣阳、随县北部，呈西北一东南走



向，主峰太白顶海拔11 40米；大洪山位于随县西南部、宜城东部，主

峰大洪山海拔l 0 55米。桐(柏山)大(洪山)两山对峙，中间地势

在400米至i 00米以下，：。形成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连接的随(县)枣

(阳)走廊。

中部为平原岗地。位于宜城县境内的长山，襄阳县境内的，扁山、

隆中山，。将平原分割为两部分：以北属南阳盆地，以南属江汉平原的

宜(城)钟(祥)夹道F光化‘襄阳，枣阳北部是唐河、白河冲积平

原的一部分。‘平原上堆积有较厚的红土层，经流水长期切割，形成大

片垄岗地形，习称，“三北”‘岗地。一

全区最高点是保康欧店公社境内(荆山山脉)的望佛山(东经

I I 1。05’，北纬31 942’)，，海拔1 946米；最低处是随县府河公社境

内的阎家河(东经11 3。26’，北纬31。26’)，海拔4 5米。

山区多为石灰岩发育起来的微酸性山地黄褐土、石质沙壤土，低

山丘陵多属沙质黄壤土，少数为黄粘土；平原地区多为冲积而成的沙

壤土二’ i’， ，～‘’：．’’ ’，

’[气候]襄阳地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兼有南北过渡特点。

年平均气温在1 6。C左右。最冷月平均气温为1．3。C(一月)， 极端

最低气温：，，(襄阳)_t为一1 6．5。C(1 969年1月)；’最热月平均气温为

27．8。C(七月)，极端最高气温(襄阳)42、．5。C(1 951年7月22日)，。

金年无霜期平均245天。>5 1C1积温为5475．3。C，>11 0。C的积温为

5042：4 7C：‘年平均降雨量872．2毫米，春季占1．I．5Z，夏季占3 1．9％；

秋季占42．9％；。冬季占1 3，7；；；，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6Z。主要灾害性天

气有干旱、狂风、暴雨、冰雹等。 ，

．。[，河流]汉江是流经我区的最大河流。它从我区西北入境，沿光化

±



与谷城的交界线，穿过襄阳县，纵贯宜城全境，从我区南部出境，‘。

在我区境内长约1 87公里。汉江在我区的支流有南河、‘唐白河、、蛮河。7

此外，长江在我区支流有：保康、南漳境内的沮水和漳河；随县，随

州境内的浸水。上述河流，’对我区灌溉和发电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江河床宽阔，水量丰富。历史上最大流量(襄阳)～为52，"400立

方米／秒(1 93 5年7月7 E1)，’最小流量(襄阳)。为1 45立。方米／秒。<1 950

年3月1 2 E1)；最高水位(襄阳)为71．71；米(1 93 5年々月7日)，．．最低水

位(襄阳)为60．82米(1978年1 2月30 r日)：‘汉江终年通航，一客、『‘货

轮，：上至丹泣，～下达武汉二一，√_---．’j‘，‘。?：j i，，：。‘}：：：一：7
’‘’

汉江含沙量较大。最大合沙量(襄阳>。j为乏4：1‘公斤／立方米’(1‘959

年9月1 8日)。泥沙淤积，沿江两岸多处形成如唐家洲‘’!王府洲、鱼

梁洲等较大的沙洲。大部分沙洲土质肥沃，y已被辟为农田或栽植了树

木‘’。’
’ ，‘～i。

：．。。’：‘：：一。；。r o’∥：’：j：j ．‘。7 7。．j√“’

(物产资源)较著名的土特产有随县l自勺金黄蜜枣、‘三黄鸡、黄花

菜；宜城的板鸭；襄阳的麻油；4保康的黑、“白木耳、’香菌；随县、。谷

城、保康的茶叶。1979年，全区产黑未耳7136担，。自木耳3864担，’油

桐子22558担，生漆86担，茶叶8600担，蚕茧21666担。一√-。： ．，’Pi

。

矿产资源有煤、铜、钙、磷‘‘磁铁、铝士0沙金j一金红石、重晶

，石、芒硝等。经探明的煤矿区(点产有1 8处，．‘其中的9个煤矿区(点)

的储量就达13570．28万吨(其中生活用煤约。占2000万吨)。发热量

800—6958大卡／公斤，埋藏深度0—300米，一主要分布在南漳、保康境

内；重晶石储量600万吨(尚在勘探中)，含量50一95％i铜储量0．21

万吨，含量0．539,金红石储量558万吨，’品位2．3‰．磁铁储量3．28亿

吨，品位14—1 670 5铝土储量848"．73万盹；’品位5吐4％；{．磷储量1 750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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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品位13．5—36．9％。以上矿藏埋藏深度一般在。一350米之间，主

要分布在随县、谷城、宜城、南漳、、保康、枣阳等县境内。

[地区历史]襄阳地区行政公署，以其驻地“襄阳”而得名。

“襄阳"一名的由来，据史志记载，因“地在襄水(又名襄渠、南

渠)之阳，故名"o

襄阳，今属湖北省襄樊市所辖。城内有东、西、南、北，荆州五

条主要街道，多为机关、学校、医院、商店、住宅区和文娱场所，是

襄阳地区政治、经济、7文化的中心。l 970年7月1日公、铁路两用的

襄樊汉江大桥建成通车后，把襄阳与樊城联成一体，给古老的襄阳城

带来了繁荣。城内保存名胜古迹有“襄阳城”， “夫人城⋯、 “绿影

壁糟、，“谯楼弦等o

7襄阳，是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古往今来，一直是历代设府置

县的重镇之一。襄阳在古时称襄国。夏时属豫州之域。殷商时属

荆州之域。秦时属南郡。汉初置襄阳县仍属南郡。汉武帝时(公元前

l 40一1 3 5年)隶属荆州。公元9年；新汉王莽改襄阳为相阳。公元2 5

年汉光武帝恢复襄阳旧称。汉献帝建安1 3年(公元208年)立襄阳郡。

宋文帝元嘉26年(公元449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等五郡立雍州，‘

州治设襄阳。西魏文帝大统时(公元552年)改襄阳郡为襄州a『。北周

武帝保定2年(公元562年)设总管府于襄州。隋炀帝大业初废总管府

复襄阳郡。唐高祖武德4年(公元621年)’改襄阳郡为襄州。唐开元21

年(公元733年)设山南东道，辖九州，治襄州。宋微宗宣和元年(公

元1 11 9年)j改襄州为襄阳府。元世祖至元1 1年(公元1 274年)改襄阳府

为总管府。1 4年复立襄阳府，29年改襄阳府为襄阳路，隶属河南行省。

明时又改襄阳路为襄阳府，隶属湖广行省，清初改属湖北省9民国



期称襄阳道，后改为湖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旋改为湖北

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8年7月襄阳第一次解放和1 949年

元月第二次解放，均设桐柏行署汉南办事处。1 949年7月14日，’成立

湖北省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辖八县(洪山、枣阳、襄阳、宜城、南

漳、。光化，谷城、保康)。1950年4月，辖八县一市(襄樊市)。1952

年辖九县一市‘(随县由孝感地区划入襄阳地区)。i。1 953年郧阻地区

(均县、房县、竹山、竹溪、郧阳、郧西)并入襄阳地区。辖十五县

一市。1 955年洪山县并入随县。-‘1 964年襄、、郧两地区分开，辖八县一

市(襄阳、枣阳、随‘县、宜城、i南漳、’．光化二。．谷城、。保康、襄樊

市)。1 968年1月改称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1 979年襄樊市升为省辖

市。l 980年l o月改称襄阳地区行政公署，j辖八县二市。(襄阳、．枣阳，

随县、宜城、南漳，光化、谷城、一保康、’髓州市、1老河口市)1。

。襄阳，扼汉水中游，’北接宛(南阻>洛(阳)，南连荆(州)宜

(昌)，东达武汉，·西通川陕，r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城南依山，三面

环水，退有天然屏障，进可长驱中原，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

期，’楚成王占据襄阳，抗衡齐桓公。西汉沫年，王莽和刘秀曾在襄阳

激战。三国时期，关云长水淹七军，团于禁，战庞德于襄阳。晋羊祜

杜预皆曾镇守襄阳。前秦符坚使其子符丕两次攻襄阳，留下为御敌而

修建的遗迹——夫人城。’唐高祖初年平肃铣，：分兵出襄州，激战襄

阳，宋高宗建炎初岳飞抗金兵‘·讨李成于襄阳。61：宋淳祜年问京湖制置

使李曾伯，奉天子之命，．-派兵收复被金兵占_领的襄樊，留下摩崖题刻

“襄樊铭一。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率起义军攻克襄阳。

清乾隆60年(公元1795年)冬j农民女瓴袖王聪儿(襄阳县人)，以白

莲教为掩护，聚众起义，打富济贫，．从襄阳县的黄龙蛸发起后首克襄



阳。，1 948年7月2日至7月1 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著名的。。襄樊

战役_；‘激战半月，攻克襄樊，。1949年元月，‘人民解放军再次解放襄

樊，‘从此，襄樊城回到了人民手中， 、： -一。。．：-～．．。

：襄阳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大革命前夜，肖楚女同志到襄

阳播下亍革命火种：一犬革命时期，‘i肖楚女、程克纯、谢‘远定、!黄火

青、‘马由、袁书堂‘、聂洪钧、李实、4高如松、‘‘方复生、宋良由、余益

庵等同志，在襄阳、：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建

立党的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先后在随县．．枣阳、宜城、南漳、+。光化：‘

谷城等县，：建立了县的或乡的苏维埃政权，隶属于湘鄂西老苏区。?‘

_‘：1 932年j贺龙以武当山为中心，’在谷城薤山、南漳巡检、保康马

良等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武装斗争。1 93 8年冬，武汉失守后，王

翰(鄂西北区党委书记)1、：张执一、‘杨显东等同志领导鄂西北、人民继

续开展武装斗争。l 939年至1 943年间，：’李先念’』陈少敏、1陶铸等同志

率领中原红军纵队‘(后改为新四宰第五师)’，‘挺进大洪。山区(师部设

在今随县洛阳公社境内的九口堰)，：．建立革命根据地‘，1开．展游击战

争。1940年5月宜枣战役中，国民党上将张自．忠在宜城长山r带与日寇

激战，’．不幸以身殉国。‘1 94 8年冬，赵紫阳、‘’张廷发等同志率部到光

化、谷城等地，牵制襄花路一带国民党兵力，_支援淮海战役。、．f-’i

，：一[‘名胜古迹)较著名的名胜古迹有j．-位于襄阳县境内的建于唐代

的：“广德寺及多宝佛塔”j(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j、‘东汉建武1年间的

“鹿门寺”．、7春秋战国时期的故都。古邓城遗址’：～；’：位于谷城县境内

的始建于隋代的承恩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太祖朱元璋四

世孙朱瞻善之墓7_襄宪王墓”，位于南漳县境内。的+，一‘东汉名士水镜先

生司马徽隐居的地方’，水镜庄"‘(又各白马洞)、：。相传两千多年前楚

6



1

国卞和得玉之地“玉印岩”j位于宜城县境内的“楚皇城遗址”；位

于枣阳县境内的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之地“白水寺” (又名白水村)。

1 978年夏季在随县发掘的一座闻名中外的战国早期大型竖穴木椁墓

(编号为随县擂鼓墩二号墓，现属随州’市管辖，改名为“随州曾候乙

墓)’、距今已有2400多年。出土文物有乐器、青铜礼器、7车马器、漆

木器、竹器、7金玉器等7000余件．。这座古墓规模之大，文物之丰富，

都是我国考古史上少见的。1一 ?，一

[农业]襄阳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宜农作物生

长。全区主要农作物有小麦、水稻j玉米、红薯、蚕豆、豌豆、棉花、芝

麻、花生、’烟叶、麻类等。’ j

解放以来，7为了彻底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开展了大规模地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到1 979年止，全区共建成大、中、小型水库1453座，共

有堰塘201474处，有效蓄水能力36．6亿方。有效灌溉面积543．95万

亩，，、’比1949年142．‘57万亩增长2．6倍。引丹大渠、蛮河百里长渠和大

岗坡电灌站。，‘为我区主要引水提水工程。．。
，

1 979年，金区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144台，1 68800马力。农业机

械总动力达1 1 32 800马力，平均每个大队290马力。

1 979年，全区耕地面积83 8 j01万亩，其中水庄／401．677亩，占

48％。。粮食总产46033 4万斤，比1 949年的1 24225万斤增长2．7倍，平均

每年递增4．5％，农业人口平均产粮948斤；棉花总产88．26万担，比

1 949年的22．42万担增长2．9倍，平均每年递增4．7％；油料总产67．99

万担，比1949年的38．87万担增长80％，平均每年递增1．90／。农j林、

牧、副、渔五业产值1 03 375万元(其中农副业收入82499万元)，比
f

，

注1949年的各种数字，均包括襄樊市在内，下同。



l 949年的23 62 7万元增长3．3倍，平均每年递增5％，社员人平收入1 Ol

元，人平口粮52 9斤。

1 979年，全区山林面积2052万亩，其中有林地面积1428万亩，占

69％。有林地面积当中，有松树590．8万亩，杉树30．6万亩，油茶32．6

万亩，油桐l3．9万亩。森林复盖率达32．7％。全区建有大洪山、七尖

峰、薤山、官山、承恩寺、长白山等21个国营林场(其中2个地方国

营林场)。全区累计造林I 1 44万亩，保存面积487万亩，共为国家提

供商品材1 75万立方米。

[工业]工业发展迅速。全区已建成纺织、电力、煤炭、化学、

机械、森林、建材，冶金、造纸、船舶、食品、服装、皮革等门类比

较齐全，品种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 979年，工业企业达1 3 97个，拥

有各种机床7276台，工业总产值77606万元，比1 949年的1 652万元增

45．9倍，平均每年递增4．5％。

[交通)1 949年，全区仅有”襄沙“、 “汉孟(楼)、"老白(河)“

三条土公路。解放三十年来，交通事业发展迅速。铁路有横穿东西

的汉丹线，有纵贯南北的焦枝线，还有连接重庆的襄渝线。先后在汉

江上建成的襄樊公、铁两用大桥、光化公路大桥、仙人渡铁路大桥，

对勾通南北交通起了重大作用。公路四通八达。1 980年全区干，支公

路总长653 5．88公里，客运量1 33 5．63万人，客运周转量40984．54万人

公里，货运量465．4万吨，货运周转量21 988．32万吨公里。晴雨通车里

程3 892公里。东通孝感，南达荆州，西到郧阳，北至南阳。已经形成

了以襄樊为中心的网络全区各公社(镇)的公路网。

[邮电]邮电通讯事业发展很快。1979年底与解放初期相比：邮

电局、所由11个发展到334个，增长2 9．3倍，县以上干线邮路由6条



(步班)3 59公里，发展到8条1 1 04公里，邮路长度增长2．1倍；长途

电路由1 o条发展到1 86条，增长1 7．9倍；长途线路由4条58杆程公里1 64

线对公里，发展到855．33杆程公里5498·7线对公里，增长32．5it；市内

交换机总门数由I 80门发展到6570门(其中自动交换机4770门)，增

长3 5．5倍；农村电话线路由1 950年的29条发展到4 1 7条，增长1 3．3倍；

农话线路由415杆程公里发展到5872杆程公里，11915线对公里，增长

27．7倍。已经形成了以襄樊为中心的通达全区各个大小城镇及农村大

队的邮电通信网路。

(财贸)1 979年，全区财贸机构l 1 1 1个，财贸职21247688人。商业

零售网点6930个，人员20090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2271万元，人平

零售额3．6万元。财政收入27076万元，比1953年3319万元增长7．2倍，

财政支出15104万元，比1953年1339万元增长10．3{t

(文教卫生]建国初期，全区只有3个专业剧团，1个剧场，1座

电影院。1 980年全区有专业剧团13个，剧场1 o座，公社(镇)礼堂兼

影剧院20多座。电影队429个，其中：公社(大队)电影队3 1 1个，工

厂电影队85个，县(市)有线广播站1 o个，公社(镇)放大站133个，，管理

区放大站263个，共有喇叭79万多只，达到了90％的大队和70％的生产

队通有线广播。地区建有1 o既中波转播台和电视转播骨干台各一座。

到1 981年止，全区共建小功率电视差转台42座，总功率533．5瓦，共

有电视接收机3 5000余台。1 952年全区各县、市相继成立了新华书店，

通过供销系统建立公社售书店123处，公社以下售书点349处，1979年

的图书发行量达至']2000万余册。

1979年，全区有中学1 598所。比1 949年的20所增长77倍，在校学

生754242人，比1949年的6166人增长121倍。小学4313所，比194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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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所增长3．3倍，在校学生852016人，比1949午的69635k增长1 1

倍。地区办有师专。、’卫校、-农校、财校、技校各一所。

1 979年，县以上医院39所，比1 949年的6所增长15．5倍，病床

3895张，}=F_．,1949年的125张增长30．1倍，医护人员41 19入(其中卫技人

员3 123人)，比I949年．的11 1入(其中卫技人员70入)增长3 6．1it：公·

社‘(镇)卫生院134所，病床7。3 69张。管理区和大队设有卫生所和卫生

室。。血吸虫病已消灭。’地甲病、7克汀病、氟中毒等地方病已得到有效

控制。
⋯。’ 一：。

1 981年，。县(市)。办有社会福利院7个，共收养院民24 5人，光荣

院2个，收养院民7入j‘：火葬场lo个7(其中3d'-社办)。地区办有精神病

院和麻疯病院各二所o：⋯-。∥-
‘。 - 一

_一‘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区许多城镇日趋繁荣。原

随县城关镇、光化县老河7口镇，1’于1979午“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

随州市、老河口市。全区各社、镇驻地都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集

镇，部分管理区所在地也形成了：“露水集一或“隔日集”。’’，
。

4‘ ‘j，7．7：一。‘、。：：， ，：一。‘’。。。l。。i
～

’f‘：“’ 7㈠，．．一 ’

：， ‘一 1，7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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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地区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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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地区名称沿革表
一沿 。。

革
朝

名 ．．称 隶属关系及变迁情况
‘

襄阳地区有襄阳、随县、枣阳、宜城、南

漳、保康、谷城，光化八县及随州，老河口二

市。地跨东径1 I O。45’、·一1 13。47’，北纬3 1。

14l，_3冬。1 8’二；，．。jj_ ，

《禹贡》荆，豫二州之域。

． 周有邓i谷专庐、罗l鄹、都、唐、随等国

春秋后为楚域。，j◆ 。√j?：

秦并六国，立天下为三十六郡，今地系属南

郡及南阳郡。 (汉水以北，：万山以西为南阳郡、

汉水以南属南郡。)

汉初置襄阳县’i’：!隶属南郡。 “襄阳”之名由
t． ，，

前汉： 此始。新莽改襄阳为相阳，光武复国，复襄阳旧

公元 i称，自此历朝无论隶属郡j、；耕：：府、道， “襄阳’’：t

前206 之称均未变。武帝元封六年≯置十三部刺史，南

郡，南阳郡属荆州刺史部。，’，；

后汉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魏武得荆州，分
襄。阳郡 _

公元 南郡之北境置襄阳郡，初治宜城，后移治襄阳，

23 襄阳之为郡自此始。三国魏分南阳郡置南乡郡，

(三国) 寻废，襄阳郡沿称未变9领襄阳、中庐、B|5、宜

220 城、郁、山都、．临沮七，县。



沿 革
朝

名 称 隶属关系及变迁情况

西晋
公元 襄阳郡 领县八，襄阳、宜城、中庐、临沮、邵、山
265

都邓城、鄹，属荆州。

领县八，同西晋。永嘉之乱，雍秦流民，多

东晋 南出樊沔、孝武帝于襄阳侨置雍州及京兆、始平

公元 扶风，广平，义成等郡，又侨置梁州、寻省。太
3 1 7 元二年(公元377年)，以朱序为梁州刺史，镇

守襄阳，前秦符坚、遗将符丕攻陷襄阳，序为丕

所擒。后坚败，襄阳复归于晋。安帝时鲁宗之为

刺史，仍于州置宁蛮校尉。

宋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割荆州之南
南北朝

襄阳郡 阳，襄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侨置雍州，其

公元 侨郡皆隶焉。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 以为侨郡

县境。又侨置冯翊、南天水、建昌、华山、北河
420

。南，宏农等郡，皆寄治襄阳。

齐，增置宁蛮府，领西新安、义宁，南襄

阳、北建武，蔡阳、永安、安定，怀化、武宁、

新阳j义安，高安等郡。梁魏增置之郡亦多、废

置频繁。

梁、。太清二年(公元547年)岳阳王誉为雍



沿 革 ．

朝
名 称 隶属关系及变迁情况

州刺史。侯景之乱，其兄河东王誉为元帝所杀，

誉怒，北附西魏，魏克江陵后，以譬为梁王，都

江陵，为西魏藩国。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改

雍州为襄州，以州南襄水为名，

北周、置总管府，武帝保定二年(公元562

年)分山南，襄州为总管，五年令荆州、安州、

江陵等总管并隶襄州总管府d天和二年(公元

567年)省东南诸州，以均州入唐州、睢州入襄

州。建德元年(公元572年)诏荆州、安州、江

陵等总管停隶襄州。
‘

i

隋 襄阳郡 隋初废郡存州，井皇六年(公元586年)置

公元
山南道行台尚书省于襄州，大业初废总管府复称

襄阳郡。统县十一，襄阳、安养、谷城，上洪、
589

率道、汉南、阴城、义清、南漳、常平，郡。

唐 (襄阳郡) 唐武德四年(公元62 1年)改郡置山南道行

公元 襄州 台，七年废行台，置都督府，贞观六年废都督府

6 18 改为州。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分山南道

为东、西道，置采访使，夫宝元年(公元742年)

改为襄阳郡，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置守捉使，



沿 革
朝

名 称 ，．。’ 隶属关系及变迁情况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襄州，升襄阳守捉

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邓、随、唐、安、

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永贞元年(公元
．： ‘．

850年)升为大都督府。文德元年(公元888年)
：

赐号忠义军。统县七，襄阳、邓城、谷城、义

清，南漳，乐乡、宜城。

五代 J‘t ‘i

公元 襄州 于州仍置山南东道节度使。
907

．?

’
’

宋 (襄州)
宋初为襄州，。’山：南东道节度，隶京西路。熙

j
．

公元 襄阳府 宁五年，(公元1 072年)分置京西南路，治襄阳。

960 宣和元年(公元1．1 19年)一．改襄州为襄阳府。统县
，

六，襄阳，邓城’『谷城、中庐、南漳、宜城。
T-

，

，

兀 襄阳路 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降为散府，十一
，’

公元 年复为总管府，一立行书枢密院，十二年又立荆湖
j ·‘ -。

1 279
行中书省，后罢。三十九年，改为襄阳路，属河

●·

．L

南行省。领州二，县六，均州，房州，襄阳、宜．

城，、南漳，枣阳、谷城、光化。



、沿 j：j 革，
朝

名 称 ， ‘隶属关系及演变情况

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 364年)襄州归附

明改为襄阳府。

明
洪武初，因元旧制，属湖广行省。洪武九年

公元
襄阳府 (公元1 3 76年)改行省为布政使司。领州一，县

六，均州、襄阳‘宜城、南漳，谷城、光化，枣
1 368

阳。 ‘?： ．

清
康熙三年分属湖北布政司，领州一，县六，

公元 襄阳府
1 644 均州、襄阳．．宜城、南漳，枣阳，光化、谷城。

清帝逊位后，1912年废府，1914年置道尹公

民国 襄阳道 署。1933年乃于各分区署行政督察专员，襄阳为

湖北省第八区。后改为第五区，设行政督察专员
公元 湖北省

公署直至解放。统县七，襄阳、宜城、枣阳、南

19l 2 第八区 漳、光化、谷城，保康。

革命根据(纪念)地，1 927年建立中共鄂北
(后改

特委，+成立工农革命武装，辖工农革命军鄂北总

五区)一 ．一队—随北大队。1931年在宜城新街建立襄枣宜苏

弋
区。1928年改组为豫鄂边区临时省苏维埃。1941

每、 年成立豫鄂边区行署，设鄂北办事处，领导随枣
产1气 ．弛带抗践民主政府。1945年9月设置鄂北行署，专

j、≮。．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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