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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唐鄉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括地

志》云：「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是。」

（見《史記》，卷三十九，中華本，第五冊，頁 1636。）

「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

《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

古之唐國也。」（見《史記》，卷四十，中華本，第五冊，

頁 1716。）唐國在今隨縣唐縣鎭，上唐疑指唐國的北部。

二、耿弇到過棗陽

耿弇（AD 3-58），字伯昭，扶風茂陵（今陝西省興平

市東北）人。東漢開國名將，雲台二十八將之一，光武即位，

拜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建武三年（AD 27）延岑自武關出攻

南陽，耿弇從幸舂陵。《後漢書》有傳。

姜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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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三、廖化可能到過棗陽

廖化（？ -264），本名淳，字元儉，三國襄陽（今湖

北襄陽）人，可能到過棗陽。

四、蕭衍可能到過棗陽

梁武帝（AD 464-549），即蕭衍，曾任齊雍州刺史，

鎭守襄陽，可能到過棗陽。

五、五代後梁太祖朱温到過棗陽

梁太祖朱温，天祐二年（AD 906），十月，「壬辰，

次於棗陽，遇大雨，頗阻師行之勢。軍至壽春，壽春人堅壁

清野以待帝，帝乃還，舍於正陽。」（見《舊五代史》，卷

二，中華本，第一冊，頁 37-38。）

六、宋太祖趙匡胤詔立漢光武廟

乾德元年（AD 963），宋太祖趙匡胤詔在開封建立漢光

武廟。（見《宋史》，卷一，中華本，第一冊，頁 14。）

七、孟宗政抵抗金人犯棗陽

孟宗政，絳州人，開禧二年（1206），宣撫使吳獵奇之，

補承節郎、棗陽令。「嘉定十年（1217），金人犯襄陽、棗

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捷報、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

興、陳祥分為三軍，設覆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

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

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眓事，



31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

堞，簡閱軍士。十一年（1218），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

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

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

鏑，以綯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

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

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

德郎。十二年（1219），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

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炮手擊之，一炮輒殺

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

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塪城，運茅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

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創戰棚，防城損；穿穽才透，即

施毒煙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刳土，城

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

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

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

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圜

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幹勇軍自下夾擊金兵，

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昕至昃，

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

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

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炮

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門入城，內外合勢，士

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哺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

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

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閤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

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

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

移金陵，宗政代為荊鄂都統制，仍知棗陽。」（見《宋史》，

卷四百三，中華本，第三五冊，頁 12211-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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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八、孟珙

孟珙（1195-1246）,字璞玉，隨州棗陽（今屬湖北）人。

南宋名將，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寧宗嘉定十二年

（1219），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两路攻棗陽，環集城下，

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十六年（1223），以功特授承信

郎。理宗即位（1225），特授忠翊郎。紹定元年（1228），

珙白制置司創平堰於棗陽，溉田十萬頃。後與蒙古軍圍攻蔡

州（在今河南汝南），端平元年（1234），首先突破南門，

招蒙古軍入城，滅金。後屢拒蒙古軍，收復襄陽、信陽、樊

城等地，招撫中原遺民，有「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的話。

後任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參謀官，在江陵病

逝。《宋史》有傳。

九、金人去棗陽軍

宋寧宗十二年（1219），金人去棗陽軍。（見《宋史》，

卷三，中華本，第三冊，頁 771。）按宋代棗陽為棗陽軍，

屬京西南路隨州。

十、宋代棗陽創置屯田

宋紹定三年（1230），知棗陽軍史嵩之創置屯田，以

勞賞官两轉。（見《宋史》，卷四十一，中華本，第三冊，

頁 792。）

十一、宋代王安國守棗陽

端平元年（1234）棗陽同統制為郭勝，同年帝詔命王

安國守棗陽。（見《宋史》，卷四十一，中華本，第三冊，

頁 800。）



33十二、孟珙入見宋理宗

 端平二年（1235）正月，棗陽人孟珙入見宋理宗。（見

《宋史》，卷四十一，中華本，第三冊，頁 807。）端平五

年（1238）四月，帝詔孟珙等職事修舉。（見《宋史》，卷

四十一，中華本，第三冊，頁 832。）

十三、元代石高山克棗陽

 石高山，元代德興府人。中統四年（1263），授管軍

總管。至元八年（1271），從取光州，克棗陽，進攻襄樊，

皆有功。（見《元史》，卷一百六十六，中華本，第十三冊，

頁 3897。）

十四、金人入侵棗陽

 李庭，小字勞山，本金人蒲察氏，金末來中原，改稱

姓李，家居濟陰，後徙壽光。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户。

從伐宋，圍襄陽，至元十年（1273）春，即宋度宗咸淳九年，

樊城破，襄陽降，極可能李庭也到了棗陽。（見《元史》，

卷一百六十二，中華本，第十三冊，頁 3795-3796。）

十五、棗陽與唐城同一等級

 宋代棗陽屬京南路襄陽府隨州，中下。與唐城同一

等級。（見《宋史》，卷八十五，中華本，第七冊，頁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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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十六、棗陽軍

 元代棗陽為棗陽軍，隨州，宋為崇信軍，又為棗陽軍。

（見《元史》，卷五十九，中華本，第五冊，頁 1419。）

十七、王珍

 王珍，字國寶，元代大名南樂人，從軍伐宋，破光州、

棗陽、廬、壽、滁州，珍常身先諸將，屢有功。（見《元史》，

卷一百五十二，中華本，第十二冊，頁 3591-3592。）

十八、岳飛可能到過棗陽

 金人侵襄隨，岳飛迎戰，所以岳飛可能到過我們棗

陽。（見「岳飛列傳」，《宋史》，卷一百二十八，中華本，

第三十三冊，頁 11375-11379。）

十九、史天澤攻棗陽

 史天澤，善騎射，從其兄天倪帥真定。金亡，移軍伐

宋。從皇子曲出攻棗陽，田澤先登，拔之。（見《元史》，

卷一百五十五，中華本，第十二冊，頁 3657-3659。）

二十、明代的棗陽

 棗陽原屬襄陽府，洪武十五年（1382）五月省入宜城

縣，後復置。棗陽東南有白水，南有濜水流合焉，西注於沔

水，此縣冊之白水也。又西南有滚河，流入襄陽之白河。東

北有鹿頭店巡檢司。（見《明史》，卷四十四，中華本，第

四冊，頁 1083-1084。）



35二十一、光武帝寬仁

 《明史》何麟傳載稱：「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

守臣郅惲拒弗納，光武以惲能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郅惲

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天下後世以為臣之不幸不

若郅惲，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見《明史》，卷

二百九十七，中華本，第二十五冊，頁 7606。）

二十二、明代棗陽出產石材

明代棗陽出產石材，明史有的記載。（見《明史》，

卷三百八，中華本，第二十六冊，頁 7914）。

二十三、開棗陽礦

大約萬曆二十九年（1601），陳奉到棗陽開礦。《明史》

陳奉傳謂：「奉又開棗陽礦，知縣王之翰以顯陵近，執不

可。」（見《明史》，卷三百五，中華本，第二十六冊，頁

7807）。顯陵是明睿宗獻皇帝朱祐杬及生母慈孝獻皇后蔣氏

的合葬墓，位在鍾祥城東的松林山。不詳是開甚麽礦。

二十四、棗陽王祐楒

 「棗陽王祐楒，憲王曾孫也，材武善文章，博涉星曆

毉卜之書。嘉靖初上書，請考興獻帝。世宗以其議發自宗人，

足厭服群心，褒之。」這是《明史》中的記載，但不悉與棗

陽有何關係。（見《明史》，卷一百十九，中華本，第十二

冊，頁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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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李自成與張獻忠陷棗陽

 崇禎六年（1633），李自成與張獻忠陷棗陽，《明史》

載稱：「河南巡撫元默率諸將盛兵待之，賊竄入盧氏山中，

由間道直走內鄉，掠鄖陽，又分掠南陽、汝寧，入棗陽、當

陽，偪湖廣。」賊指的就是李自成與張獻忠。（見《明史》，

卷三百九，中華本，第二十六冊，頁 7948-7951。）

二十六、明清棗陽進士

 棗陽的教育不發達，明清兩代，大約每六十年才有一

人中進士。（見民國十二年鉛印本《棗陽縣志》，台灣學生

書局民國五十八年「1969」景印本。）有學者認為歷史上的

進士，相當現在的博士。

二十七、清代棗陽多旱蝗與傳染病

 乾隆十年（1745），棗陽大疫。（見《清史稿》，

卷四十，災異，中華本，第六冊，頁 1529。）乾隆五十一

年（1786），棗陽發生旱災和蝗蟲。（見《清史稿》，卷

四十，災異，中華本，第六冊，頁 1513。）道光十四年

（1834），棗陽發生旱災和蝗蟲。（見《清史稿》，卷

四十，災異，中華本，第六冊，頁1514。）咸豐七年（1857），



37棗陽發生旱災和蝗蟲。（見《清史稿》，卷四十，災異，中

華本，第六冊，頁 1514。）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棗陽毉藥

條件與環境衞生仍然很差，當時在大東門內有衞生院，根本

沒有甚麽設備，衞生人員也極少，好像只有一位河南籍毉

生，一般人生病，多看中毉，而且很多人根本不看毉生，當

然窮是一個主要原因，窮人看不起病，記得很多人長疥瘡。

二十八、棗陽有水災

 乾隆十一年（1746），棗陽有水災。（見《清史稿》，

卷四十，災異，中華本，第六冊，頁 1546。）乾隆十七年

（1752），棗陽又有水災。（見《清史稿》，卷四十，災異，

中華本，第六冊，頁 1547）。1930 年代，棗陽常發生水災，

小東門與大東門間外沙河的漲水，漫到河堤上的龍王廟前。

沙河即濜水，漲水時河中漂流很多東西，我曾看到漂流很高

大的麥秸垛，上面還有两隻雞。據說當時在現在馮溝西偏

北，柴崗東偏北，發展大道的西北側，沙河彎曲，叫做大轉

彎，有人就在岸邊用很長的棍子，棍子裝上鐵鈎，鈎漂來的

東西。現在棗陽水利建設十分好，河水充分利用，棗陽已無

水災矣！

二十九、舂陵書院

乾隆十四年（1749）知縣徐芳桂建舂陵書院，位在小

東門內。（見江尚城等編，《棗陽縣教育誌（1905-1985）》，

1987 年出版，頁 13。）因此，書院街一名肯定不會早於乾

隆十四年（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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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三十、天理教匪犯棗陽

 嘉慶元年（1796）春，湖北教匪起，天理教匪「竄棗

陽，潛踞隨州之梓山、青潭，連破之。復偕恒瑞、慶成破

賊於紅土山，擒賊渠黄玉貴。於是襄陽、呂堰迤東百數十

里，及棗陽、隨州、宜城無賊氛。」（見《清史稿》，卷

三百四十五，列傳，中華本，第三十七冊，頁11164。）「賊

分兩路竄河南：東由棗陽趨唐縣，西由呂堰趨鄧州。……姚

之富已遁，犯棗陽，復渡滾河而西，蹂呂堰，向光化、榖

城。」（見《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五，列傳，中華本，第

三十七冊，頁 11165。）

三十一、棗陽發生饑荒

 嘉慶十九年（1814），夏季棗陽發生饑荒。（見《清

史稿》，卷四十四，災異，中華本，第六冊，頁 1652。）

三十二、棗陽地瘠民貧

道光八年（1828），湖南長沙人鄭敦允，出為襄陽知

府時，棗陽地瘠民貧，客商以重利稱貸，田產折入客籍者多。

（見《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八，列傳二百六十五，循吏三，

中華本，第四十三冊，頁 13050。）

三十三、棗陽有雷鳴

 清道光十九年（1839），棗陽有雷鳴。（見《清史稿》，

卷四十，災異，中華本，第六冊，頁 1508。）應該是很大

聲的雷鳴。



39三十四、棗陽晝晦

 同治四年（1865）正月十四日，棗陽晝晦。（見《清

史稿》，卷四十四，災異，中華本，第六冊，頁 1625。）

日食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我年幼時，確切年代不記得，

也發生日食，頓時天黑，鄉人說是天狗吃太陽，月食鄉人說

是天狗吃月亮。

三十五、湘軍由棗陽到淅川和內鄉

 同治五年（1866），捻匪往來鄂、豫之交，曾國荃檄

鮑超由棗陽趨淅川、內鄉防西路，郭松林由桐柏、唐縣出東

路，劉維楨向新野為聲援。（見《清史稿》，卷四百十三，

中華本，第三十九冊，頁 12041。）

三十六、陳大喜等竄逸湖北

 甘肅回氛未戢，中州餘捻尚存，汝南陳大喜等竄逸湖

北，自隨、棗逼襄、樊。（見《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三，

中華本，第四十冊，頁 12206。）

棗陽舊事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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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清史稿》中記載的棗陽

 《清史稿》撰寫於民國初年，其中地理志對棗陽有這

樣的記載：「棗陽：衝、繁、難。府東北一百四十里，東：

霸山。東南：資山。南：瀴源山，瀴水所出。東：大阜山，

白水所出。又東南昆水，西南濜水，合白水下流入於淯水，

至襄陽入漢。西南蔡水，西流亦入淯水。有湖河、鹿頭、雙

河、太平諸鎭。」（見《清史稿》，卷六十，災異，中華本，

第八冊，頁 2179。）按《清史稿》中「衝、繁、難」三字

是區分清代的府、州、廳、縣的不同等次的考語。衝，指地

當孔道者；繁，指當地政務紛紜；難，指當地民刁俗悍，命

盜案多。可見清代棗陽不是一個很太平的地方。

三十八、老白狼陷棗陽

 民國二年（1913），老白狼陷棗陽，約二十天離去，

老白狼河南魯山人，少無賴，不事家人生業，及長椎髻為盜，

縱橫河南魯山、寶豐一帶，遂為匪魁，民國二年秋，八月

二十六日，白狼入棗陽城，九月十二日遁去。（見民國十二

年《棗陽縣志》，卷二十，武備志：兵事，頁 11-13。）幼

年，我母親曾講過老白狼陷棗陽的事，老白狼當時棗陽人叫

做「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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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幼時 1930 年代，棗陽有山慌，夏末秋初，狼在

山上缺乏食物，下山找吃的，常咬傷小孩子，鄉人稱為「山

慌」，我曾見到東園菜農搭高棚，供小孩子睡覺。

四十、疙癆

上世紀三十年代，環境衞生沒有現在好，人們的衞生

習慣也差，不少棗陽人生疥瘡，俗稱疙癆，是由疥瘡引起的

傳染性皮膚病，當時也沒有特效藥物治療，我手上長過疙

癆。

四十一、打門柴

 棗陽城有六個城門，即小東門、大東門、小南門、大

南門、西門及北門，小東門外有順城灣，大東門外有東關，

大南門外有南關，北門外有北關，都有做生意的店舖；西關

只有住家，沒有做生意的；小南門外沒有街道，城門一直關

著，還有人住在那裏。小東門、大東門、大南門、及北門，

每年接近春節，看城門的人打門柴，做生意的鄉下鄉親，像

是賣柴的、賣菜的，進城時要給看城門的人一點柴或菜，叫

做打門柴。

四十二、摸秋

 秋天有街坊年青人，到城郊菜園拔人家的菜，叫做摸

秋，摸秋近乎小偷行為，是好玩的性質，不以為耻，是地方

上的風俗。相傳我國摸秋的習俗始於元代。

棗陽舊事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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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三十年代，夏末秋初，沙河東岸沙灘有水蒸汽

冒出來，從小東門外可以看到一條冒出來的水蒸汽，有些愚

昧的鄉親就說是過陰兵。

四十四、天鼓響

 抗戰時期，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襄樊，棗陽聽到轟炸

的聲音，有些鄉親不知道是轟炸聲，就說是天鼓響，第二天

消息傳來，才曉得是日本飛機轟炸襄樊，可見當時鄉人還很

愚昧。

四十五、求雨

民國三十年代，棗陽天旱，書院街和順城灣街坊就將

地藏臺的古銅佛爺抬到沙河沙灘上搭台求雨，東鄉鄉親進

城，走在沙灘上，沒有將草帽脫下來，求雨的年青人就跑上

去搶下他的草帽，將草帽辮撕開，吊在求雨的神臺周圍。對

年青人來說，有點好玩的性質。我返鄉沒有看到古銅佛爺，

不知現在何處？

四十六、午時炮與打更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極少人家有時鐘，書院街鄰居

間，只有我姥姥家有一個自鳴鐘，每六十分鐘，會有聲音打

點，所以鄉人就叫做自鳴鐘；縣政府每天中午十二點，打午

時炮報時。晚上有打更的報時，例如，小東門看城門的王老

二，除了每天開關城門，夜裏還打更，例如二更時，他就打

鑼敲兩下，他從小東門沿城牆內向南走，邊走邊打，經硝場

的小巷、走到小北街北拐，到書院街東拐，回到原處小東門。

特別是冬季，除了報時，還可防小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