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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雪迎春到，春風傳佳音。時值全國“兩會”召開之際，
我的家鄉吳店傳來了在全國名鎮評選中，吳店鎮光榮入選的
大好消息。聞訊後喜不勝收，難於言表。近期又被中央文明
委授予“中國文明村鎮”光榮稱號。正值繁花盛開、鶯歌燕
舞的一片歡樂聲中，再次傳來中國名城志辦通知，吳店鎮被
列為《中國名鎮志》首批中國名鎮修志之列的最新消息，這
真是喜上加喜再加喜的三喜臨門。

為中國名鎮修志，這是一項盛世之舉，它必將為社會，
為後世留下一筆意義深遠、極具價值、極為珍貴的精神財富
和文化遺產。這是一項既艱巨而又光榮的歷史性任務。據
悉，在棗陽市史志辦和鎮委、鎮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各方
面的大力支持之下，迅速組織修志專班，主要領導親自主持
和部署。專班人員素質高，以極大的熱忱和堅強的毅力，各
司其職，日夜奮戰，春節期間亦未停步，歷經兩月的艱辛，
以精湛的文筆，嚴謹的文風，翔實的史料，深入淺出，精雕
細琢，勝利完成 40 余萬字的宏篇巨著，實屬不易，彌足珍
貴，令人感歎和敬佩。我十分感謝鄉親們的辛勤付出和深情
厚愛。書稿輸出後，不僅發來了初稿（電子版）讓我先睹為
快，而且還讓我為志書作“序”。余雖才疏學淺，但吳店是
生我養我的故土，鄉恩在心，責無旁貸，義不容辭。

胡久明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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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店自古鐘靈毓秀，人傑地靈。自西漢後期建鎮以來，
已有二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從這裡，曾經走出過更始帝劉
玄、光武帝劉秀兩位皇帝。尤其是漢光武帝劉秀更被史家推
崇為“允冠百王”、“三代下一人”和中國歷史上十大明君
之一。他文韜武略，人格高尚，勤政為民，為國家統一、社
會進步、經濟繁榮、百姓幸福作出了歷史性的奉獻，立下了
不朽的功勳。吳店區位優越，環境俱佳。這裡，依山傍水，
南靠群山，北臨平川，滾河（即白水）猶如一條玉帶穿鎮而
過，是棗陽曆史上水上交通的源頭；平原丘陵各占其半，水
旱作物平分秋色，有鄂北糧倉之稱，亦有“買不空的吳家
店”之聲譽。這裡，四通八達，商賈雲集，各類商鋪、商行、
作坊應有盡有，諸如當年的金貨鋪、銀貨鋪、雜貨鋪、醫藥
鋪，糧行、鹽行、花線行、牛行、豬行、騾馬行，油坊、糟
坊、粉坊、磨坊、機坊、染坊、豆腐坊，木匠鋪、篾匠鋪、
繩子鋪，還有鐵匠鋪、銀匠鋪等等枚不勝數，故而各地有識
之士紛至遝來，各展才能與技藝，發家致富。這裡，三教九
流，設置遍佈，會館、教堂、廟宇、宗祠林立，僅鎮上就建
有江西館、河南館、陝西館、山西館、武昌宮，天主堂、福
音堂、齋公堂，東古寺、西古寺、城皇廟、東觀音堂、西觀
音堂、劉家祠堂、吳家祠堂等等。這裡，教育發達，人文豐
厚，舊時除設有多所私塾、小學、中心小學外，還設過棗陽
初級中學、棗陽簡易師範、私立白水中學，特別是當年教授
清咸豐帝的老師史策先就出在吳店鎮史家大灣，當代的國醫
大師李今庸教授就出自吳店唐店街，還有因創作《黃繼光》
而聞名當代的軍旅作家韓希梁就出生于吳店街。轄區內珍貴
古文物遍佈各地，有二千八百年前春秋戰國時的郭家廟曾國
國君墓和二千七百年前曾國伯爵墓地（已出土珍貴文物近
五千件），有二千三百年前戰國後期的楚國王侯的九連墩古
墓群（已出土珍貴文物近萬件），有二千年前西漢末年的舂
陵故城遺址、皇村遺址、章陵（劉秀祖墓群地）遺址，還有
東漢以來白水寺古建築群、無量台祖師殿等等。大量史實表
明，以歷史悠久，文化豐厚，名人輩出，社會經濟發達為主
線的吳店作為千古名鎮，名符其實。

新中國成立後，以現代經濟騰飛為載體蘊生出各種類
型的典範品牌更是名揚鄂北，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吳店的
發展變化，更是日新月異，突飛猛進。經濟繁榮，工業騰飛，



15文化昌盛，鎮貌一
新。 截 止 2014 年
底，全鎮經濟總量
已由改革開放初期
的 1 千 多 萬 元 增
至 160 多億元，工
業總產值由 500 多
萬元增至 120 多億
元，人平收入也由
不足千元增至 1 萬
6 千餘元，城鎮規
模也由過去的不足 0.5 平方公里擴大到今日的 8 平方公里，
另外已建成 3 Ａ級風景名勝區 2 處及周邊多個名勝景點。隨
著古鎮的飛速發展和進步，創建出各種榮譽接踵而至。先後
被授予“全國精神文明創建先進鎮”、“全國村鎮建設示範
鎮”、“全國小城鎮建設重點鎮”、“湖北省文明鄉鎮”、
“楚天明星鎮”、“湖北省旅遊名鎮”、“全省百強鎮”、
“全省鄉鎮黨委‘十面紅旗’”等。

我手捧書稿，如獲至寶。認真進行了閱讀，受益匪淺。
我深深感到，這是一部資料性、史料性、知識性、思想性價
值極高、內容極為豐富、極具特色的一部名鎮志書。以予之
見，其主要特點為：一是內容豐富。無論是文物古跡、社會
經濟、特色產業、城鎮風貌、風景名勝，還是特色文化、民
俗風情、重大史事、重要人物、地方藝文，所有資料應有盡
有，既豐富又齊全，恰似一座知識寶庫。二是重點突出。整
個志書，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圍繞名鎮展開。吳店鎮之所以
成為名鎮，就是從其因歷史悠久古遠而名，因區位優越而
名，因文化底蘊豐厚而名，因名人輩出而名，因經貿發達而
名，因物華天寶而名，因鎮貌古樸典雅而名的步步深入展
開，因而讀後動人心弦，印象深刻。三是地域特色明顯。志
書所涵內容，都是吳店自身特有的，尤其是獨具特色的劉秀
文化，它的根基和源頭都在吳店。吾輩為了進一步傳承劉秀
文化，弘揚白水精神，從余於 1984 年 6 月 30 日主持召開襄
樊市文物工作會議上，明文將棗陽白水寺、舂陵城遺址、報
恩寺等列入襄樊市重點文物保護與建設單位，特別強調白水
寺保護與建設的重要性，三十年來，各級組織和有關人士都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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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舉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物力進行保護與建設，取得
了豐碩的成果。當年棗陽市、吳店鎮，成立保護與建設白水
寺風景區指揮部，投資修復了白水寺，開創了棗陽市旅遊事
業的先河。余於 1994 年參與籌畫棗陽市紀念劉秀誕辰 2000
年活動，籌辦了三件事：一是舉辦劉秀誕辰 2000 年紀念論
證會，出版了一本《史家論劉秀》文集；二是編寫了一部
《劉秀》電視劇本；三是編演了一台《劉秀還鄉》曲劇晉京
演出，並邀請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漢生、王丙乾，全國政
協副主席胡繩、錢偉長，中共中央原副主席李德生等五位國
家領導人和湖北、廣西、內蒙等省、自治區的黨委、人大、
政府、政協領導人與他們一起出席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
員以及在北京的湖北籍的領導出席觀看，並榮獲中宣部、文
化部頒發的“文華獎”和“五個一”工程獎，攝製的藝術片
在各地放映，為湖北、襄樊、棗陽爭得榮譽，提高知名度。
1995 年棗陽市、吳店鎮邀請湖北省、襄樊市領導視察白水
寺風景區共謀新建光武祠等舉措，並成立機構，對白水寺風
景區進行了全面規劃，擬定了實施方案，各級政府先後投資
一千多萬元，餘偕鄉賢和社會各界自籌資金一千多萬元，再
次修復了白水寺，新建了白水碑廊、麗華園、麗華湖、光武
祠、三馬亭、無量台祖師殿、扳倒井、白水源、皇村寺、光
武書畫院、光武圖書館、白水書齋園林等一大批文化景點，
進一步增強了吳店鎮境內傳承劉秀文化、弘揚白水精神的文
化底蘊，更加使“千古帝鄉”美譽源遠流長。四是可讀性強。
志書文筆樸實，說古道今，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尤其是吳
店歷史、吳店文物、吳店民俗民諺、劉秀傳奇人生、劉秀傳
說故事等等，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如果進一步加工提
煉，圖文並茂，定能昇華人們的閱讀興趣，更加讓人喜聞樂
見。餘生於斯、長於斯，永銘不忘，終生傳承與弘揚。《吳
店鎮志》的出版面世，必將為進一步提高棗陽古帝鄉的知名
度，特別是對傳承光武帝劉秀“勤政為民”的白水精神，更
具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時意義，成為文化襄陽建設和棗陽悠
久文化歷史發展中的一顆靚麗瑰寶，永載史冊。更好地激勵
當代，啟迪後人。以斯為序。

                                                                                  胡久明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六日於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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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懷著沉痛和崇敬的心情，隆重紀念張自忠將軍殉
國 75 周年。昨天我參加了襄陽市暨宜城市老年書畫協會舉
辦的紀念張自忠將軍殉國 75 周年老年書畫展，我曾先後主
持以書畫展的形式於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5 年
四次在宜城舉辦老年書畫展，緬懷張自忠將軍英烈。

傾情三十五載   不忘祭奠英烈

胡 久 明

（2015 年 5 月 16 日）

---紀念張自忠將軍殉國 75 周年

胡久明（右四）2015 年 5 月 16 日紀念張自忠將軍
殉國 75 周年，在宜城市十里長山張自忠將軍殉難
紀念碑悼念留影

傾情三十五載 不忘祭奠英烈



18

棗陽 zaoyang

3333文獻

張自忠將軍是中外馳名的抗日戰爭民族英雄、革命烈
士。他青年時代投筆從戎，從列兵到總司令。“九•一八”
事變後，日軍侵犯華北長城各關口，張將軍在喜峰口出奇兵
重創日軍，大挫日寇囂張氣焰，大長中華民族志氣，受到全
國抗日軍民的高度頌揚。他以誓死報國之志，馳騁於抗日戰
場，一戰淝水，再戰臨沂，三戰徐（州）潢（川），四戰隨
棗，所向披靡，威震敵膽。1940 年 5 月初，他奉命率部從
宜城東渡襄河，截擊日軍，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與日
寇血戰 8 天，16 日在宜城十裡長山以身壯烈殉國。渡河之
前，他留下絕筆書，表現了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的抗日英雄氣
慨。

張自忠將軍殉國後，舉國同悲。一顆將星殞落了，但
他喚醒了中華兒女前赴後繼，在國共兩黨的合作下，全國人
民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同全世界人民
一起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經過六十六年的艱苦奮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
績，使中華民族雄立於世界強大民族之林，張自忠將軍可以
笑眠九泉。張將軍雖然已殉國 75 年，但是他為祖國不受侵
略，為人民不受敵辱，為中華民族復興而英勇犧牲的愛國主
義精神，卻永遠激勵著億萬中華兒女自強不息。因此，我們
對張自忠將軍無比崇敬和懷念。我認為，我們襄陽宜城作為
張自忠將軍的殉國地，必須努力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要
牢記國恥，不忘緬懷他的英雄業績；二是要繼承和發揚他的
愛國主義精神；三是要按照當前黨的“三嚴”、“三實”要
求，做好各自的本職工作以慰將軍。

我回顧從 1979 年任襄陽地區行政公署常務副專員、地
委常委時，地委分工由我主管統戰工作，於 1980 年接待了
張將軍的女兒張廉雲同志。她當時帶來很多有關張將軍的歷
史資料，為申請張將軍為革命烈士作準備。從此，我進一步
瞭解張將軍的英雄業績，從那時開展紀念活動至今已歷時
三十五載。特別是我 1989 年擔任市政協主席後，高舉愛國
主義旗幟，紀念張將軍，是我應履行的職責。1990 年 5 月
16 日，我應邀出席重慶市北碚區政協舉行紀念活動的啟發
下，我在座談會上發言時，除賦七言詩一首（屢建奇功殲倭
寇，將軍熱血灑襄楚。長眠梅山垂青史，萬眾墮淚勝羊祜。）
以示吊念外，並表示：我們襄樊和宜城在 1991 年 5 月 16 日，



19張自忠將軍殉國 51 周年暨誕辰 100 周年之際，要辦成三件
事：一是在宜城修建一座“張自忠將軍紀念館”；二是拍攝
一部張自忠將軍電視連續劇；三是編輯出版一本張自忠將軍
在湖北活動為主要內容的史料專輯。我們經過不到一年的艱
苦努力，於 1991 年 5 月 16 日完成了上述三項任務，並在宜
城舉行了有各界人士出席的一千多人的紀念大會。同時，在
會上還舉行了紀念館揭幕式、電視劇首映式和盡忠報國—史
料專輯的首發式。此次紀念會規模大、地域廣、內容多、影
響大，將張自忠將軍的紀念活動推向了空前的高潮，張將軍
的親屬、部舊和各界人士都給予高度評價。從此以後，我們
繼續開展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1992 年，成立了張自忠獎
學金基金會，命名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增添了張敬、洪進
田烈士的墓碑，不斷完善各種紀念設施。並圍繞張廉雲同志
的心願，於 2000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我帶領新聞記者陪
同她走訪了張自忠將軍 1939 至 1940 年與日寇作戰的隨棗
戰役古戰場，從襄陽峪山至棗陽、隨州等地近二十個鄉鎮，

2000 年 5 月 24 日，胡久明（左一）陪同張自忠 將軍女兒張
廉雲（前中）踏訪當年張自忠將軍率部痛擊日寇的棗陽市耿集
梅家高廟古戰場，當地老人 ( 右一）向造訪者介紹了當年鏖
戰的情景

傾情三十五載 不忘祭奠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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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結了她多年嚮往的夙願。並按她的要求，于 2007 年紀念
“七七”抗戰 70 周年時，經過作艱苦的工作，將張自忠將
軍在襄陽的初葬處墓碑送到北京抗日戰爭紀念館安放在張將
軍陳列室。她非常滿意。我們先後還參加了山東臨清、重慶
北碚、宜昌等地舉辦的紀念活動。2001 年 8 月 11 日，在臨
清市紀念張將軍誕辰 110 周年，邀我出席會議，在會上發了
言，並贈送一幅畫像，配有我題書的“一書效祖國熱血灑襄
楚，三事酬英烈忠骨眠渝梅”的挽聯和七言詩一首：絕筆浩
氣震長山，如歸凜然嚇敵膽；國之干城齊魯漢，藎忱英名留
人間。

2004 年 4 月 4 日，我和張廉雲同志應宜昌市政協邀請
出席宜昌市在東山公祭碑亭落成大會，我在座談會上發言並
作七言詩一首：抗日烽火燃神州，將軍碧血沃襄楚。夷陵十
萬祭英靈，忠骨軍魂眠陪都。

2005 年 5 月 16 日再次受重慶市北碚區委統戰部的邀請
我和張廉雲同志到北碚區，又一次瞻仰張自忠將軍安葬地，
共同紀念張將軍殉國 65 周年暨抗日戰爭勝利 60 周年大會，
我在紀念大會和座談會上發了言，並作五言詩一首：“長山
依舊在，松柏伴忠魂；壯烈感天地，英名載史籍；舉國齊奮
戰，倭寇執白旗；歡呼勝利日，含淚馨香祭。”並書寫成行
草書一幅，贈送北碚區張自忠將軍紀念館存念。

我和張廉雲同志從北碚回到宜城於 2005 年 5 月 23 日，
又在宜城舉行紀念座談會，我在發言時建議：一是將通往長
山頂上的將軍殉國紀念碑處的土路修成水泥路；二是積極促
成張自忠紀念館和殉難地列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三是
將在長山上將軍殉國處和同難官兵墓連起來建成烈士陵園；
四是將鄂西北區黨委和蘇維埃政府駐地與將軍殉難處形成一
體，建設一條紅色旅遊線。經過兩年的努力，前三條已於
2007 年完成，我和張廉雲同志都很欣慰。張廉雲同志為此
對宜城市幾十年來積累的深厚情緣撰寫了長篇文章，並給我
寫信將文章分別送給我和宜城市政協秘書長宋培霖同志，以
表她的心願和情感。

我特別感動的是今年來宜城長山，看到市委、市政府
和有關部門採取了大手筆，投資新建五項工程：一是修通了
張將軍殉難處紀念碑至同難官兵墓的石階 1230 級長 811 米
和油路建成烈士陵園；二是新建了將軍塑像和紀念廣場；



21三是新增建長山上殉難處的一座高 5 米和 16 米兩層紀念大
套碑，寓意是
將 軍 于 5 月
16 日 殉 國；
四是完善了烈
士陵園區的各
條油路；五是
新建鄂西北省
委和蘇維埃政
府遺址革命紀
念館，終於形
成了新街革命
紀念館和長山
烈士陵園紅色
旅遊線。了結
了我和張廉雲
同志多年的心
願。我今天在
長山憑弔新修
烈士陵園有感：長山遺跡更壯觀，忠魂壯烈劃長天；世代傳
承馨饗祭，化著綺彩扮江山；億萬堯舜中國夢，雄獅抖擻寰
宇傳。

總之，我同張廉雲同志的相識三十五年，亦是對張自
忠將軍英雄業績傾情紀念的三十五載而不輟，以表我們襄陽
和宜城對張自忠將軍的崇高敬意和永遠緬懷。

我們應如何懷念呢？我認為要繼承和弘揚張自忠將軍
的“五種精神”：第一，繼承和發揚他的“三愛”（愛祖國、
愛人民、愛將士）精神；第二，繼承和發揚他的不畏強敵，
英勇不屈，視死如歸，決戰日寇的大無畏精神；第三，繼承
和發揚他以民族大局為重的團結戰鬥精神；第四，繼承和弘
揚他嚴於律已，寬以待人，身先士卒為將士垂範的楷模精神；
第五，繼承和發揚他注重軍政團結、關心地方建設和人民生
產生活的崇高精神。

總之，通過紀念活動，我們要高舉旗幟，增強信念，
努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富國強軍，早日實現全
面小康社會而奮鬥，以慰將軍在天之靈！

胡久明（左一）2015 年 5 月 16 日在紀念
張自忠殉國 75 周年時與宜城市市委書記
李詩交談張自忠將軍的英雄業跡

傾情三十五載 不忘祭奠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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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陽
文獻

棗陽古今地名研究成果報告
《漢棘陽在何地  隋棗陽何地來——棘棗論止》

胡久明

序 言

古棘陽和棗陽的地域
與建制的設置管轄範圍及其名
稱來歷的淵源關係史論久遠，
而史書早有定論。但現代史學家和
棗邑鄉賢皆很關注和熱忱探索，尤
其是近期更是眾者撰文屢見報刊，
此舉無疑對棘陽和棗陽曆史上的地
域與建制及其名稱來歷的關係，必
將進一步起到正本清源的積極作用。
但也出現一些認識上的差異和論證上
的不同聲音，爭論的焦點，就是棘陽
與棗陽建制的地域和棗陽的來歷是
否有歷史淵源關係。現在筆者收
到鄉親史學愛好者王世明先生編
著的棗陽古今地名研究成果報
告《漢棘陽在何地  隋棗
陽何地來——棘棗論
止》的書稿，讀後



23頗感欣慰。
作者以極大的熱忱和堅強的毅力，歷經多年無數時日，

博覽歷代有關棘陽與棗陽的各類、各種地理、歷史群書，並
細心地摘錄積存，從而進一步精心深入細緻的進行研究出的
成果和結論。棗陽曆史建制的地域源于漢棘陽的部分地域
（史稱：西漢年間設置的棘陽，為漢棘陽，亦稱南棘陽；為
區別于秦置和南北朝時魏在新野東北南陽（宛城）南部的地
域中設置的棘陽，亦稱魏棘陽或北棘陽）。歷來爭論的焦點
是棗陽地域是否由棘陽而來，史書早有定論，棗陽是在漢棘
陽地域建置而來，但當代亦有學者則認為棗陽地域與棘陽無
關，所以又引起新的爭論，其原因是有的學者不瞭解古代有
多個棘陽並存、並非一個棘陽的歷史，同時，又將漢設棘陽
與魏設棘陽，兩地位置混淆，致使爭論不止，甚至斷言棗陽

與棘陽地理歷史無
關的見解。

作 者 以 大 量
篇幅，反復引用史
書所載的史實並綜
合分析列為十大論
點，充分證明在新
野縣東南和唐河縣
西南以及棗陽西北
一帶博大地域為棗
陽來自漢棘陽的地
域。此舉與以往史
書上認定的有關棗
陽與棘陽曆史上的

建制和地域關係相互印證的豐碩成果，彌足珍貴。進一步澄
清了久遠的爭論，實屬吾邑一大幸事，為棗陽曆史文化又增
添重要新的一頁，將永載史冊。深表祝賀！

我熱切地期望棗陽眾鄉賢，應以棗陽地域古老和人傑
地靈的千年古帝鄉美譽而感自尊自強，以激勵當代百萬堯
舜，眾志成城，共同為弘揚千古帝鄉優秀歷史文化和譜寫新
時代、新棗陽美麗華章而奮鬥。以斯為序。

                                                       二〇一五年四月於襄陽

棗陽古今地名研究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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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陽是我國歷史上“十大明君”之一
漢世祖光武帝劉秀故里，“光武中
興”的發祥地，素有“古帝鄉”之
美譽。近幾年來，棗陽市圍繞“千
古帝鄉，智慧襄陽”品牌，全
力推進文化旅遊項目建設，促
進棗陽文化旅遊事業“二次創
業”，堅持把文化旅遊業作為
促進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轉
型的重要內容，轉變發展方
式的重要途徑，著力構建基
礎、打造精品、拓展市場，
促進文化旅遊業有了長足
的發展。2014 年棗陽全
年接待旅遊 146 萬人
次，實現旅遊綜合
收入 13.18 億元，同
比分別增長 23.68% 與
24.33%，全市文化旅遊業
保持了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

喜看“千古帝鄉”的新變化

      淺談棗陽文化旅遊事業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

胡久明



25滾河之濱、獅子山畔，是我沉醉的秀美山川；棗陽市、
吳店鎮、田台村，是我熱戀的鐘靈故土。我作為生於斯、長
於斯的棗陽人，一向注重傳承劉秀顯赫的功業，特別重視宣
傳以劉秀勤政愛民為核心價值的白水精神。1994 年參與組
織召開了漢光武帝劉秀誕辰 2000 周年學術研討會，出版了
《史家論劉秀》論文集；1996 年主持籌備組織修建了陳列
近四百通書法精品的古樸、典雅的白水碑廊；1998 年建設
了千姿百態的麗華園與山水相連的麗華湖。再次修繕了白水
寺，同時，開工新建光武祠；組織策劃出版了《龍騰白水》
叢書和《白水碑廊刻石選》；2006 年主持籌備召開了棗陽
雕龍碑文化遺址論證會；編制了“棗陽白水寺——九連墩風
景名勝區”總體規劃。

棗陽不僅重視傳承優秀歷史文化，更傾情弘揚革命歷
史文化。恢復和建設大革命時期的革命先賢程克繩、黃火
青、餘益庵和抗日戰爭時期犧牲的高定一、傅九如烈士們的
故居、紀念館和墓地園林為載體，展現了他們革命生涯的光
輝偉業，形成了靚麗的景點和一道道紅色的旅遊線路，供人
們流覽和紀念瞻仰。我參與這些有益的活動，為家鄉的文化
旅遊事業和經濟建設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綿薄之力。

生活的道路是綿延不斷，歷史的長河總是滾滾向前。
我雖至耄耋之年，仍繼續關心、支援、策劃棗陽文化旅遊事
業的建設與發展，傾注了自己的心血，使棗陽凝聚濃重的靈
秀之氣，彰顯“古帝鄉”的魅力。

棗陽市為更好地加快文化旅遊事業的發展，提高文化
旅遊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成立了以中共棗陽市委書記陳
東靈為主任、市長何飛為第一副主任的旅遊發展委員會，修
編了《棗陽市旅遊發展總體規劃》，以專案建設為引擎，提
升文化旅遊業的整體水準。

中國（棗陽）漢文化產業園區（以下簡稱“中國漢城”）
是一個集漢代建築精華與古典園林景觀為一體的大型複古建
築群，計畫總投資 22.87 億元。核心區占地 1800 畝，建築
面積達 80 萬平方米。核心區內有漢宮、博物館、漢街、報
恩寺、西市、東市、市民文化廣場、市民遊樂中心、漢城大
酒店、溫泉浴場、漢文化商業公園等版塊。外景基地占地
3000 畝，有影視拍攝區、影視展播區、影視交流區、休閒
度假區、商務服務區、生態環境區等版塊。截至 2015 年 4

喜看千古帝鄉的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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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中國漢城建設投資 10 億元，已建成線上影院、光武
劇院、博物館、城市印象館、行銷中心、漢城酒店、茶食社、
6 組漢闕、內城宮殿、外城殿堂、城牆、城門。園區注冊商
標 46 件，覆蓋旅遊、廣告創意、影視製作等產業。入駐園
區企業 26 戶，從業人數達到 526 人，經營額 4600 萬元。棗
陽市相關部門積極支持園區舉辦各種形式的活動，先後舉辦
了中華民族歌舞團走進棗陽•“中國漢城”之夜迎新春大型
歌舞晚會、“帝鄉大舞臺•中國漢城杯‘我們的中國夢’”
文藝匯演，公演了“漢光武帝登基大典”大型情景劇，以及
棗陽市名優特產品展銷會等近百場次活動。中國漢城服務業
示範園區於 2014 年 1 月，被省政府確定為第二批省級現代
服務示範區。中國漢城專案建設運營目標是：復原一座漢代
都城，拍攝一部漢史大戲，打造一台漢風歌舞，創辦一台品
牌晚會，建造一個知名佛教道場，建設一個航母級城市商業
公園等“六個一工程”，極力打造中國漢文化核心地標，華
夏漢文化展示中心和世界漢文化旅遊目的地。

無量台祖師殿風景區是一座儒、釋、道三教文化共存
共榮的古文化聖地，始建于東漢，昌盛於明代。無量台是當
年劉秀舂陵起兵時的點將台，在台基上修建一座紀念劉秀的
宏偉建築物。同時它又是元代大天文學家郭守敬自河南嵩山
來棗陽觀測天象的天文臺，因此在省文物界又有“雙文物”
之稱。無量台祖師殿風景區為國家 AAA 級旅遊景區，總占
地面積為 18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為 6 萬平方米。此風景區
是棗陽市積極探索建立的政府主導、市場運作、民營企業參
與、個體為主體的文化旅遊開發模式，形成新的旅遊產業運
行機制，探索出一條旅遊事業發展的新途徑。早在 2007 年
10 月，虔誠黃道珍女士在無量台原址新建 14 平方米殿堂，
善男信女，晉謁焚香。2010 年 12 月 11 日，以黃道珍領銜
的民營公司，按照白水寺風景區總體規劃和無量台原貌設
計，重建無量台、祖師殿建築群。主要有御花園、無量台光
武殿、祖師殿、關公殿、觀音殿、老君殿、娘娘殿、聖地門
樓和舂陵遊園等 18 處景點、殿宇。棗陽市吳店鎮於 2012 年
3 月 22 日舉行了無量台祖師殿文物景點恢復重建竣工慶典
儀式，擬將其建成集旅遊觀光、休閒度假、祭祀遊樂、文物
考察於一體的綜合性旅遊度假社區和 AAAA 級旅遊景區。
我應邀撰寫了《重建無量台祖師殿記》屹立碑亭之中。



27為繼承和推廣漢文化，豐富帝鄉文化內涵，棗陽興建
了中國•棗陽光武書畫院。2014 年 10 月 18 日，中國•棗
陽光武書畫院落成開院書畫展，在白水寺風景區漢文化廣場
隆重舉行，來自全國各地各級領導和書畫家來賓千餘人蒞臨
大會。中國神華公司原副總經理李大強，中國武警森林防火
總隊原政委、中國將軍書畫院副院長尹成富，湖北省政府原
副省長韓南鵬，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湖北省書畫院院長楊
斌慶和襄陽市、棗陽市、吳店鎮“四大家”等各級領導出席
了開幕儀式。我以襄陽市老年書協主席和中國•棗陽光武書
畫院院長的身份，介紹了光武書畫院建設和書畫展的籌展情
況，尹成富、楊斌慶和襄陽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郭忠、棗
陽市委書記陳東靈分別講話，以表示熱烈祝賀！並由尹成
富、李大強、郭忠、韓南鵬一起為中國•棗陽光武書畫院揭
牌。此次徵集書畫作品 1500 多幅，以書畫形式，再現了“光
武中興”的盛世華章。中國•棗陽光武書畫院落成開院書畫
展，不僅為全國書畫家提供了一個潑墨抒情的舞臺，而且以
展覽為宣傳媒介搭建了文化橋樑，廣交天下朋友，叫響了
“千古帝鄉，智慧襄陽”的城市品牌。

棗陽市勵精圖治，不僅打
造文化品牌，還積極打造具有
本地特色的玫瑰花卉 5 萬畝和
桃花 31 萬畝的資源“兩花”
品牌。積極圍繞“一城（漢城）
兩花”開展了“靈秀湖北快樂
鄉村游•棗陽桃花行”活動、
棗陽桃花攝影展、“玫瑰花開，相約棗陽”玫瑰之旅活動、
玫瑰花展、玫瑰花攝影大賽等活動，推動了棗陽市文化旅遊
業快速發展。如今，棗陽“古帝鄉”滿載星羅棋佈的景點，
白水寺、光武祠、九連墩、雕龍碑、白水碑廊、麗華園、白
水湖、義井園、白水源景區、皇村遺址、舂陵城遺址、漢城、
無量台祖師殿、唐梓山、太白行吟亭、熊河水庫風景區、郭
家廟的曾侯墓和伯爵墓、興隆修葺的北宋時閩籍詞作家柳永
墓和柳永文化廣場、白竹園寺、光武書畫院等系列景點，猶
如一張張華麗精緻的名片，串起一條長長的旅遊線、財富
鏈，是棗陽快速發展旅遊事業巨大的潛能量，為“千古帝鄉，
智慧襄陽”增添了靚麗的繽紛光彩。

喜看千古帝鄉的新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