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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在潘岗村北出土的另一通石碑，揭开
了潘美的身世之谜。 石碑为清光绪元年(1875 年)所
制，也是潘北村蔚氏人的祖碑。

“……吾村潘冈（岗），向有汉傈水长潘君乾字
元卓公之墓，冈之所以名潘。而宋潘公讳美之墓，实
在河北潘家楼，茔庙宏丽，子孙富庶。吾邑举人张桐
冈先生，曾亲过其境而证实焉。夫何与于斯冈？乃世
远年湮，牧竖讹传，修县志者未加详察，竟诬元卓公
之所厝为潘公讳美之墓。 非因无表为志，何至使先
贤之所藏，失其真迹如是欤……”

碑文所述“宋潘公讳美”即为北宋名将潘美，足以
证明潘美不是潘岗人，而是河北省大名府潘家楼人。

另有一说潘美是河北省魏县边马集镇李庄村。
河南省南乐县史志办主任史国强曾几次到李庄村

进行深入调查，认为该村为潘美故里。
再有一说潘美为浙江省金华市人，其父祖皆为

婺州人，今浙江省金华市人。 金华、浦江、兰溪等地
多有潘美后裔。

关于蔚姓来历， 蔚氏祖碑记载：“……吾村蔚
公，讳永宁，字长安，同乡长者也。其始祖讳大德，兄
弟三人实于元初自固始县李沟村迁居于此。其二弟
讳大望，自此迁居扶邑；其三弟讳大成，又自此迁居
襄城……”

潘岗村蔚姓人并不是潘姓后人。

两通石碑破解千年谜团

潘岗村为何没有潘姓人

□记者 张猛 孙靖 通讯员 苏韵棠

������西华县艾岗乡潘岗村有 7000 多口人，是
西华县第二大村，现划分为潘北、潘南两个行
政村。 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却因两个人的出
现而声名鹊起、闻名古今。 这两人一个是汉末
清官，一个是北宋名臣。

据记载，古时的潘岗村一带土山较多。 在
西华、扶沟、鄢陵一带，自东南向西北分别隆起
18 个高耸的山岗，都城岗、陵（龙）头岗、苗里
岗、潘岗、立岗、瓦岗等山岗绵延起伏、陡峭险
峻，潘岗村位于十八岗的中间地带。

潘岗村建村历史可追溯到 1800 年前的汉
末。悠久的建村历史让潘岗拥有许多神秘故事
和传说。 潘岗村名字的由来是什么？ 谁是潘姓
第一人？潘乾、潘美是潘岗人吗？潘岗村蔚姓是
潘姓后代吗？ 潘乾的后人在哪里？ 潘岗村如今
为何没有潘姓人？ 诸多谜团扑朔迷离，一千多
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潘岗村名字由来

������1963 年，南京博物院收藏了一块石碑，揭
开了潘岗村名字由来这一谜团。

碑文载：“盖汉三百八十有七载，夫感激■
往昔，以表铭功，著斯金石。 畀诔日：溧阳长潘
君讳乾，字元卓，陈国长平人。 盖楚太傅潘祟
之末绪也……”

这是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 年）溧阳县
丞赵勋等人为颂扬其县令的政绩， 于学舍前
立下的校官碑。 这个县令就是潘乾，陈国长平
人。

当时陈国即今河南省淮阳区，古长平即现
在的西华县。 潘乾（公元 110 年~181 年），字远
卓，是楚国太傅潘崇的后裔。 潘乾童年时才思
敏捷，饱读诗书。 灵帝光和年间，潘乾被任命
为溧阳县长 （治所在今南京市江宁区湖熟
镇）。 他兴办学校，设立专门负责学校教育的
校官，政绩十分突出。

光和四年（181 年）十月，潘乾逝世，灵柩
被送回西华县艾岗乡潘岗村，安葬在村南 2 里
处，俗称“小寺”，亦名“沐禄岗”。 这里原高出
地面 2 米至 3 米，南北长 420 米，东西宽 300
米，面积为 12.6 万平方米。 清乾隆《西华县志
（区域）》载，潘乾墓和王都堂墓均在潘岗村南
“小寺”处安葬。 潘乾是潘岗潘姓人有据可查，
他安葬的山岗叫潘岗也顺理成章。

杨家血洗潘岗村引出蔚姓传说
������北宋名臣潘美也和潘岗村渊源不浅。 潘美是
宋朝开国功臣， 杨业是宋朝名将， 潘美和杨业多
次征战南北， 属于上下级关系。

雍熙三年 （986 年）， 宋朝三路大军北伐。 潘
美任西路军主将， 杨业是副主将， 王■为监军使，
刘文裕为护军。 杨业建议在陈家谷设伏， 遭到王
■反对。 在杨业的力争下， 潘美同意此建议。 杨
业负责率兵诱敌， 潘美、 王■埋伏在谷口两侧 。
杨业率步兵与辽军骑兵交战 ， 杨家军死伤多半 ，
杨业也身负重伤。 当杨业退到陈家谷时 ， 潘美 、
王■早已离开。 杨业孤立无援， 后碰碑而死。

杨业战死沙场后， 杨业的夫人折氏入朝鸣冤。
宋太宗悲痛不已， 将王■和刘文裕罢职流放， 潘
美降职三级。

人们被杨家将忠君报国的精神所感动， 在后

来的北宋杂剧、 南宋说书人说的书中， 纷纷讲述
杨家将的故事。 元代戏曲作家关汉卿还写了 《孟
良盗骨》。 明代 《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 一书
把潘仁美描写成了大奸大佞之臣。

潘美是潘仁美的原型，故事中的潘仁美是个大
奸臣。在民间传说中，潘仁美负罪逃回老家潘岗。杨
六郎从开封追杀到此，见到潘姓人就杀。一天，一队
官兵来到一户农家，巧遇老妇正做饭。官兵问“你家
姓啥”。 当时锅里饭快要溢出，老妇顺口说了句“淤
（与双音字‘蔚’谐音）”。官兵不忍心滥杀无辜，就说
“姓蔚的不杀”。 老妇立即想办法通知了全村人。 一
时间，村民都说姓“蔚”，从而保住了性命。 从此，潘
岗村没有了潘姓，却有了一个蔚姓。

这个传说流传了 1000 多年， 民间对此深信不
疑。

蔚氏祖碑揭示蔚姓由来

������潘岗村现有 40 多个姓氏， 这个以潘姓命名的
村，却没有潘姓人。

按历史记载推断， 汉灵帝光和七年 （公元 184
年），黄巾之乱后，中原地区发生天灾饥荒，有“建宁
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的记载。

董卓掌权后，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
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 曹操
征徐州时，“凡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

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李■等在关
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等放兵劫掠，攻剽城
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十六国时期，北方汉族大量南迁，史称“衣冠南
渡”。

据推测，当时潘岗村潘姓人一是被杀，二是外
迁，三是除汉末名人潘乾有记载外，其他的潘姓人
都消失在了战乱之中。 ②18

潘岗村没有潘姓人

������西华县
有关领导及

专家考察蔚

姓祖碑。
（资料图）

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校官碑。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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