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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名单

原襄阳地区第一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1年5月)

主任委员：韩永昌
’

副主任委员：郑少波 陈仲华 胡久明 秦志维 刘传贵 毕希圣

赵增庆 ．

委 员：江 声 马树忠匪强 张卫东 冯黎觉 耿为民
吴怀宝 李 敬 杨传厚 熊大年 陈选恭 王一夫

蔡明涛 王大礼．李素珍 李泽元 刘绍祖’钟炎坤
汪兴益 金全敏．郑仲华 解锦芬

办公室主任：毕希圣(兼) !

副主任：王大礼(兼)

王一夫(兼)

原襄樊市第一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1年5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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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王根长

副主任委员：李炳志 汪 梅 冯慧敏 汤学林 李鸿波 欧阳文海
委 员：张耀华 韩忠明 曾照洲 王运生 张金和 戴志刚

、7 李永诚 张振中 陈万清 王安威 王 勋 易 震

张兴华一石振清 刘玉川’毛本治 姚德学 张喜忠

杨世嘉 徐天荣 吴世廉 贾信海 张继书 徐开林

张利秀 严生安 黄文炳 潘文信 曾世瑞 索广文

刘有成 王天福 魏凤英 郭培钧 乔 立 吴传德
丁振俭 王启才 韩顺钧 韩景文 萧 肃 矛仲平
米昆岳 邹演存 张启斗 I-文华，

圆丞蔓|刘化清
办公室主任：冯慧敏(兼)

副 主 任：韩顺钧(兼)圆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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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襄樊市志

襄樊市(地市合并后)第二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1月)

主任委员：章治文

副主任委员：郑少波

毕希圣

委 员：刘忠汉

杨传厚

李 敬

陈选恭

王大礼

胡久明 邓海波 刘纯臣 焦泽浩 石良臣

江 声 归 捷 江长发 陈 革

余明山 方先春 孙 英 张卫东

冯黎觉 张则荣 彭淼初 王庄槐

刘 勤 王传富 陈鸿基 刘德茂

办公室主任：毕希圣(兼)

副 主 任：王有道(兼) 王大礼(兼)匦图(兼) 王鹏云

韩顺钧(1986年3月止)谢宜寿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襄樊市第三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5,e1)

章治文
’

郑少波 沈汉民 杨斌庆 刘纯臣 孙樵声

刘忠汉 归 捷

孙樵声(兼)

王鹏云(1988年7月止)

谢宜寿(1988年7月止)

卫光立(1987年4月起)

襄樊市第四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0年1月)

张忠望

王有道

汪兴益

王鹏云

杨斌庆(1992年9月止) ．

贾天增(1992年9月起)

胡久明(常务) 谢传纪 李正洪(1991年5月止)

吴德兴(1991年7月增补) 夏志斌(1991年7月增补)

员：张炳武 高士楚 唐树之 林发明(1992年9月止) 严世强

．医动 阎帮华 丁国书 蒋继舒 熊汉祥 刘世秀



襄樊市志 3

胡树国 卫光立 张庆国(1991年7月增补)

李肃清(1992年9月增补) 杨家国(1992年9月增补)

办公室副主任：卫光立
? 杨家国(1991年3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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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编：

副总编：

编纂人员：

资料员：

打字员：

摄 影：

地图绘制：

《襄樊市志》总编室

孙樵声(兼1988．9—1989．7)：

胡久明(兼1990．4一’ )

卫光立(主持编务) 沈正明 刘呜冈(特邀) 徐世烈(特邀)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杨家国 段兰锦 郭 炜 萧 辉(以下为特邀)

刘俊杰 李道南 张 诚 张先迪 萧’肃，

王冬梅张俭

秦盛丽
‘

韩国强 朱建辉 吴文明 李长海

张光杰

参加《襄樊市志》初稿编写人员
(含主要提供资料者)

习心哲 于以南

王先正 王远志

王居安王建琳

邓荣成 邓鼎著

刘义安 刘光宙

孙东海孙淮平

吕远华 吕明汉

杨彪杨文忠

陈昌权 陈海涛

(以姓氏笔划为序)

卫绍安

王言实

王建新

田 英

刘安民

朱有成磁
杨明才

陈登阳

王 辉

王运钧

王海成

史 良

刘贤腊

朱祖凡

华夏强

杨绍基

陈跃波

王少泉

王秀云

王道明

包德斌

刘启文

许忠鹏

毕克忠

杨秀琦

陈家驹

王兴仁

王传厚

王继一圃
孙天银

邢家福

权建立

杨家喜

李玉根

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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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合

祥政

长安

成俊

尉廷

武希平

邹保伦

钟 旭

胡维启

俞声根

徐再纳

郭俊杰

崔修军

曾庆友

董志平

戴叔尧

李伯定

李胜斌

吴远鹏

张高松

张振荆

余人林

沈盛章

罗志照

赵家文

徐 钊

徐海泉

高呈瑞

屠培福

傅梦熊

韩士俊

魏新生

李柏宁
李翼鹏

吴华富

张长谦

何利亚

汪大宝

步少波

胡 平

赵祖汉

徐守忠

袁本清

黄士钦

梅先芬

谢智鸣

熊文义

李泉平

李纲平

吴海河

张永绍

何定厚

杜近烈

周兴发

胡光灿

姚金珍

徐太勇

唐焕荣

黄传宏

梁明洁

程宇雄

熊光映

李秀喜

宋道林

吴慎先

张建成

何明宝

杜安启

孟襄南

胡延靖

柳尧清

徐春林

郭定安

常华清

阎金安

程恩泽

颜永孝

李祯祥
吴 奇

张忠望

张家乾

何秉山

邹 虎

尚汉卿

胡明辉

柳希荣

徐美洲

郭芳志

龚时伟

曾庆才

程晓萍

薛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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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兴史载事，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襄樊自东汉末年设置政区至清末，共编

修郡、府志21次(包括图经，图志)。最早的是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1日记》，最晚的是清光

绪十二年王万芳总纂的《襄阳府志》。其后百余年无新志问世。1981年，我市开始新志编修

工作。历时10余载，而今终告大成。新编《襄樊市志》系统、全面，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清末

以来襄樊自然和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光辉成绩及经验教训，填补了襄樊百

余年地情记载的空白。借《襄樊市志》付梓之机，谨向为完成这部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传世

之作付出心血的修志工作者表示感谢!

襄樊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据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4000

年至6000年前，这里已有制陶，石器加工和房屋制造等技术。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就诞生

在随州厉山。境内文物众多，已查明和开发的著名文物古迹和名胜景点达761处。擂鼓墩古

墓群和广德寺多宝佛塔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诸葛亮故居，襄阳城、水镜庄、米

公祠，承恩寺，鹿门寺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襄樊历史的长河中，宋玉，刘秀，诸葛亮，

庞统、萧统、张柬之、孟浩然，米芾等历代文人秀士，帝王将相或在这里出生，或在这里成

长。李白，杜甫、王维、欧阳修、黄庭坚，唐寅等骚人墨客、文学巨擘大都游历过襄樊，留

下了许多脍炙人121的诗篇。素有“七省通衙”，“南襄隘道”之称的襄樊，又是南北交通要道和

汉水流域重要物资集散地。唐代诗人刘禹锡“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的诗句，生

动地描绘出古襄阳的繁华景象。襄樊亦是兵家必争之地。明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说：“夫襄

阳者，天下之腰臀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早在春秋

战国时期，襄樊就战事不断。及至三国鼎立之际，这里更是曹操，孙权、刘备争雄的交点。

其后的东晋抗前秦，岳飞战襄阳，抗蒙(元)保卫战、李自成建都、王聪儿起义亦都见诸史

书。．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襄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富强昌盛之路，还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建国之初，全区尚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近代工业几近于

无。1949年，全区只有300多万人口，工农业总产值不足4亿元。市区亦只是拥有5万人

口的城镇，年工业产值仅40万元。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襄樊发生了过去几千年都无可

比拟的变化，形成了一条水路(汉水)，两个飞机场(襄樊，老河口)，三条铁道(汉丹、焦枝，

襄渝)和四通八达的公路的立体交通网络；基本具备以轻纺，机械、电子，医药、汽车制造、

化工建材为主体的多种工业门类和以市区为龙头，随州，枣阳、老河口为两翼的工业发展格



资兴建一批重点工程项目。东风汽车集团公司铸造厂、柴

年产30万台轿车发动机厂次第兴建投产；开通了市区万

门程控电话和建成了汉水长虹大桥；焦作一襄樊一攀枝花铁路复线工程，余家湖120万千瓦

火电站和整治汉水航道及襄樊港等大型项目正在投建之中，这些工程的兴建，改善了投资环

境，增强了工业发展的后劲，都将为襄樊的腾飞注入新的活力。预计到本世纪末，襄樊将发

展成为一个以汽车产业为主，集化工，机械、电子，轻纺于一体的大型工业城市。

新编《襄樊市志》忠实地记述了襄樊几千年绚丽的历史，详尽地反映了襄樊近百年来的沧

桑巨变，尤其展现了襄樊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三座大山，把一个贫困落后的fEt襄樊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襄樊的巨大成就，用铁的

事实讴歌了党的伟大，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同时，它还以饱蘸乡情

的笔墨，记述了襄樊壮美的山川、富饶的资源，纯朴的民风和灿烂的文化，漾溢着浓郁的地

方风情。它的出版不仅是我市完成的又一项重要文化建设工程，也为一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

上的人们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我相信，作为“一方之全史”的新编《襄樊市志》，将会为

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观兴衰，明得失，进一步认识襄樊、建设襄樊提供借鉴；为进行爱

祖国，爱家乡和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将成为游子联系家乡，重温乡情的纽带；成为天下

朋友窥视襄樊的窗口。

寥寥数语，权以为序。

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于襄樊

注：作者为中共襄樊市委书记。



凡 例

一，《襄樊市志》是一部记述本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著述，重点记述新中国

建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过程。编纂中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可靠的资料为世人和后代

留下一部地方信史。

二，本志是一部市管县体制的城市志，以1983年8月襄阳地区与襄樊市合并后的行政

区域为记述范围，宏观综述全貌，突出中心城市，兼及所辖县，市；相对断限为1886年(清

光绪十二年)至1985年。为保持有关史料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对少数事件适当上溯下延。

三、全志设1述、1记，31卷。立卷坚持“类为一志”的原则，事类划分不受行政隶属关

系的限制。由于断限跨越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个历史时期，部分事物或

不能对应分类，或名同质异，故采用横分竖写与分期综述相结合的体例。卷下结构以序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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