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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帚现石花地方历史面貌的第一部志书《石花镇志》，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直接

领导，修志专班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终于编印成书，奉献在读者面前。

以历史名镇石花街为中心的石花地方，位于湖北名胜武当山东麓，今为湖北省谷城县县

辖镇。她文化悠久，环境优美，物产丰富，人丁兴旺，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历史上，向为

鄂西北著名商镇，加之西北二河穿绕其境，形似武汉三镇，素有“小武汉”之称。

石花原名石溪。考史籍，清道光八年安庭松所著《谷邑诗志》中，有“石溪即今石花街

苍潭河”的记载，同治六年本《谷城县志》中亦有此记叙； “考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子越自石

溪伐庸盖即为此处"，并说“迄今岸高若台因号日苍苔乃相传之误耳”。近至民国，石花镇

尚有以石溪为名的学校(石溪小学)．今有以石溪为名的政社组织——石溪大队(村)。由

此可见，石花人民一直未忘记自己的历史，不抛弃自己的祖宗，存其古名以表纪念。最迟也

在明代已改石溪为石花，故《明史》中已有“石花街巡检司”的记载。

从《左传》中关于楚将斗椒越自石溪伐庸的时间(鲁文公十六年，楚庄王三年，即公元

前6 1 1年)计算，石花地方至少已经历了二千五百九十多年的沧桑变异。尽管由于自然灾

害和战争的浩劫，使她在史藉中，地图上，时隐时现，但她始终存在于中华大地。在这块方

园百多公里的土地上，由她抚育出的世世代代的英雄儿女，勤劳，知慧，英勇，顽强，以百

折不挠的性格，为求生存和发展，为着她的振兴和繁荣昌盛，拚博前进，无数的志士仁人为

之洒热血，抛头颅，谱写出她的灿烂春秋。

南北朝时，这里曾侨立过泛阳县，土著居民曾“率种落反"，与封建统治者的聚政栩抗

争．明朝，李原领导的刺袅流民起义军，曾在境内扎营筑赛，与明王朝相对垒，李自成、张

献忠、李来亨以及自莲教、红巾军等等农民起义武装，都曾在这里与封建王朝腱开拚杀。进

入民国时期，石花人民抗匪患，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更是此赴彼伏，从未间断。1 9 2 8

年，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把盘踞石花街的军阀打得狼劢!逃帘}1 9 8 1年，

。胡龙将’11率领中国工农红4-第三军主力攻克石化街，领导人民打击土豪劣绅’11 939——1945

年，石花人民为抗击1--I线侵略，作出了人力物力的巨大贡献，承受了14机轰炸和圈民党军队

搜刮的巨大灾难，1 9 4 6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南路突|埘部队，在境内0}溃前来地追阻

截的国民党军队一团又六连，1 9 4 8年7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襄樊战役，解放石花全境，

石花的命运从此掌握在人民手中。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党领导石花人民同全同人民一

道，精诚团结，奋发图强，将一个干疮百孔的旧石花，振兴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兴旺发达

的新石花；
’

’

石化的历史，是充满辛酸与斗争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弃却的一部分。编史修

志～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我们从事振兴中华大业的今天，了解自己所在地



方的历史，以便“观古鉴今"继往开来，是有益处的。因此，将石花走过的历程，将前人推

动石花历史前进中的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以及伴随而生的真善美或假恶丑等行为．如

实地记录下来，起到“正人心，敦风尚，明正直，垂洽规"和教育子孙后代，为振兴中华大

业服务的作用，乃是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然而，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导致了历史的遗

憾s过去没有一部描述石花的史志，少数经传中仅有她的点滴影子，大量的、宝贵的史料则

遭到了痛心的散失和湮灭。所以，抢救和挖掘石花尚存的历史，整理编纂成一部能够反映石

花地方历史发展面貌的志书，便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紧迫任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太平盛世，

为完成这项任务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在中央倡导和酋、地(市)、县政府统一部署及指导

下，石花镇于1 9 8 2年组建了石花镇志编纂办公室，抽调专人搜集资料，经过三年多的辛

勤工作，终于集得大量有用的史料，整理编纂出了这部志书。并经上级推荐，作内部参考出

版发行。 ．

《石花镇志》以新观点，新方法和“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达到资料性与科学性相统、

一，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编排程序，较系统全面地记叙了石花地方近百多年来的重大

事件、历史沿革、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民情、已故人物等内容，格调新

颖，层次分明，图文并茂，通俗朴实，褒贬寓于事件中，读后自悟，从中受益。但因对限跨

度大，某些资料欠完备，编者的知识和修志水平有限，书中错漏难免，请读者指正。

在编写《石花镇志》的过程中，承蒙县、镇各机关团体和有关人员的热忱指导与帮助，

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与协助，促成本志成书问世，在此，一并致谢1 ．

范明溯

1 9 8 6年8月



凡 例

一、本志按石花镇历吏辖区范围安排资料。按篇、章、节、目，

项五个级次排列，标出题目。

二、各篇均按内容作横向安排，按时间作纵向安排。

三、内容时限，原则上起于辛亥革命(1911年)，止于一九入三

必须追述或延伸者，逾上限或下限。

四，按“详今略古’’原则，以记叙现代内容为重点；依实际情

；兄，近代部分的个别内容也有侧重。

五、现代事件处理，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居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六，突出本地区特点，与境外大同小异者，只提及，不详述。同

一事件、人物需交错互见时，各有侧重，避免重复。

七、历史纪年用当时习称，在括号内加洼公元纪年(略去“公

元殄二字)。地名及计量单位用当时名称，在括号内加洼今称，遇必

要时，今称加洼旧称。

八、过长的事件称谓和组织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下用习

惯(通用)简称。

九、数字书写，主要采用阿拉伯数字，少数按习惯用汉字书写。

十、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根据需要加用图片，表格。

十一、文体为语体记叙文，加用标点符号。引文不加注释。

十二、文字为规范汉字，个别字的地方读音，在括号内加洼汉语

拼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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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花镆地目



石花镇疆域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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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棉织厂机织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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