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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窑社区旧事（一）

（（334334））

核心提示

潘窑社区没有潘姓人家
按照村庄一般的命名原则，潘

窑社区应该是潘姓人多，并在此烧
窑而得名，但记者走访得知，结果恰
恰相反。

“如今，我们社区没有一个潘姓
人家，主要有马、刘、王、菅等几大姓
氏，社区内也难觅窑厂踪迹。”潘窑
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学法说，北宋年
间，由于残酷的政治斗争，魏晋名士
潘安一家，只有一个年轻后生侥幸
逃命，并在潘窑社区附近隐姓埋名，
安家生活。

该潘姓后生挖土建窑，通过烧
制砖瓦建材，以及盆、罐、碗等生活
用品维持生计。由于他烧制的生活
用品和建材质量过硬，而且价格公
道，深受消费者喜爱。后来，潘姓后
生烧制陶器的技艺越来越高，除了
盆缸等粗瓷外，他还烧出了五彩斑
斓的观赏瓷器，有的瓷器被运到皇
宫，专供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使用。

“明代洪武年间，潘姓人家逐渐
恢复本姓，再加上 100 多户移民迁
址此处，才逐渐形成村落。”王学法
说，马姓、李姓、王姓等姓氏的居民
迁来后，乐善好施的潘姓人将土地、
钱财送给乡亲，并传授陶器烧制技
艺。为答谢潘姓人的乐善好施，该
村被命名为潘窑村。

清朝年间，潘窑村人感觉烧制
陶瓷太苦太累，大多数人不愿意学
习，该技艺逐渐消失。再加上，潘姓
人家陆续迁出潘窑村，潘姓居民逐
渐减少、消亡。如今，潘窑社区不但
没 有 潘 姓 居 民 ，而 且 难 觅 窑 厂 踪
迹。只是前几年，各别居民在建造
房屋时，曾发现过烧制砖瓦和陶器
的古窑旧址。

潘窑社区：因潘姓人建窑得名
□ 记者冯子建

每个村庄都有着一段
段口口相传的奇闻逸事。
新兴街道办事处潘窑社
区，毗邻我国南北交通大
动脉——京广铁路，交通
便利、民风淳朴、美景如
画，是典型的涉农社区。
潘窑社区有哪些奇闻逸
事？9 月 29 日，记者来到
潘窑社区，穿越历史时空，
追忆该社区的奇闻逸事。

潘窑社区
曾有一座关帝庙

贾凤翔研究许昌历史文化多年，曾
写过一篇《关公夜宿》的文章。文章中，
贾老师详细介绍了关羽与潘窑社区一
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三国时期，蜀汉五虎上将之首关羽
得知刘备在河北，便挂印封金辞别曹
操，保护甘、糜二位皇嫂离开许都，前往
河北寻找故主。

一日 ，关羽带领车队路过颍阴县
城，赶到潘窑社区的时候已是暮霭十

分。又饥又渴的兵士看到一大户人家，
便勒马停车打算在此借宿一宿。此处
府邸就是潘员外家。

关羽和随行人员在潘员外家舒舒
服服地休息了一晚，次日离开。后来，
关羽遇难，潘窑人为了纪念关羽，在他
留宿的地方建了一座关帝庙。该庙飞
檐斗拱，格外壮观。每到初一、十五，附
近的乡民都会前来祭拜关羽，祈求人丁
兴旺，生活幸福。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这座巍峨的
关帝庙还在。后来，该庙被拆除，青砖
也被部分居民偷偷搬回了家。”贾凤翔
说，除了关帝庙外，潘窑社区西侧五里
岗 菅 姓 祖 坟 里 还 有 一 通 高 大 的 青 石
碑。该碑底座是善于负重的神兽屃赑，
由于年深日久，风吹雨淋，碑文已经湮
灭，不可辨认。

“阳光大道贯通后，这通青石古碑
也不知所踪了。”王学法遗憾地说。

菅家坟里的双石碑
潘窑社区五里岗的菅姓祖坟里，曾

有一通高约 3 米，宽约 1 米，厚约 30 厘
米的青石碑，该碑是为纪念菅姓始祖菅
梅白而立的。菅姓祖碑背后，还有一段
惊心动魄的故事。

明朝嘉靖年间，奸臣严嵩专权，其
子严世藩无恶不作，俩人结党营私，卖
官鬻爵，民怨极大。兵部员外郎杨继盛
屡次上书，弹劾严嵩父子，为此遭到了
打击报复。

为了斩草除根，严嵩想要杀死杨继
盛的幼子杨小盛。他暗示两个差人，借
机在杨小盛流放途中将其处死。有一
天，杨小盛和两个差人走到河北邯郸附

近，打算在一家酒店留宿。当晚，两位
官差酒后酣睡，杨小盛瞅准时机，趁着
夜色逃跑了。

邯郸城外 30 里处，有一名致仕官
员名叫菅梅白。他生性耿直，疾恶如
仇，是杨继盛的好友。前几年，杨小盛
和其父曾拜访过菅梅白。天亮时分，杨
小盛来到菅梅白家。看到衣衫褴褛的
杨小盛，菅梅白大吃一惊，听完事情的
经过后，他将杨小盛藏到家中仓库的夹
壁中，并吩咐家人按时送水送饭，对外
严格保密。

两天后，押送杨小盛的官差和邯郸
府衙役气势汹汹的来向菅梅白要人。

危急之下，菅梅白把家中事物交给弟弟
料理，带上银两，和杨小盛半夜逃走。
随后，菅梅白和杨小盛来到潘窑社区附
近，见到此地土地肥沃，屋舍俨然，位置
较为偏僻，索性在此安家落户。

几年后，菅梅白因病去世，杨小盛
把其埋葬在五里岗南侧，并请城内的石
匠雕刻了一通石碑，立在恩公菅梅白墓
前。后来，菅梅白的后裔一部分迁到许
州城北菅庄，另一部分，留在五里岗居
住，成为潘窑社区菅姓居民的先祖。“如
今，潘窑社区的不少菅姓居民和菅庄居
民往来密切，大家都是同根同祖的菅姓
家人。”王学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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