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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周为啥没有周姓村民岗周为啥没有周姓村民？？
□ 记者黄增瑞

在鄢陵县只
乐镇，有一个叫
岗周的村庄。如
今，这个小村除
了环境优美，群
众富裕外，好像
也没有多特别的
地方。

殊不知，在
历史上，岗周也
有过它的风光与
辉煌。

如有着美丽
传说的玉带河；
以 及 面 积 约
470000平方米的
后湖，让岗周成
了 远 近 闻 名 的

“水乡”。
20 世 纪 80

年代，这里还发
现 了 岗 周 汉 墓
群，出土了多件
汉代文物。

本期的《许
昌往事》，记者就
带您走进岗周，
通 过 村 民 的 讲
述，来追忆它的
过往。

岗周村为啥没有姓周的人？

6 月 28 日，记者驱车一路向东，
穿过鄢陵县满是林荫的小道，来到
鄢陵县只乐镇岗周村。刚进村，就
见路边一块景观石上写着“美丽乡
村岗周欢迎您”几个大字。

在岗周村党群服务中心，李德
山、李敬甫、曹留合等几位上年纪的
村民给记者讲述了村庄的历史。

“我们岗周村有 1700 多人，却
没有一个姓周的人！”今年 82 岁的
李德山说。据老一辈人讲，村子本

有周姓人家，还是大户人家，因村子
坐落在一条南北的土岗上，故名岗
周村。

那么，后来村子里为啥没有周
姓的人了呢？李德山说，原来周姓
人的家境比较富裕，但在乱世之时，
周姓人不知因何事得罪了什么人，
对方竟出重金买通杀手进村，要将
周姓人斩草除根。

杀手进村后，遇见周姓之人便
大开杀戒。这期间，也就有聪明的

周姓人，遇到杀手询问姓氏时，说自
己姓李，杀手便放下了屠刀。再后
来，活下来的周姓人都搬迁到了附
近村庄生活。

当日，记者从一本 1988 年出版
的《鄢 陵 县 地 名 志》上 看 到 ：岗 周
村 在 县 城 西 南 13.5 公 里 ，原 住 民
周 姓 。 清 末 ，周 姓 迁 常 寨 ，今 以
李 、曹 二 姓 居 多 。 而 1862 年出版
的《鄢陵县文献志》中，有岗周村的
名字。

如今的岗周村，虽只有 1700 多
人，却有 13 个姓氏，李姓在岗周属
于大姓。

李德山介绍，前些年，村里的热
心人在寻找几个大姓的由来时，在
一个坑塘的东南角位置，挖出一石
碑，该碑断裂，分置两处，经村民用
清 水 洗 刷 后 发 现 ，为 清 宣 统 元 年

（1909 年）岗周李氏的祠堂碑。
经过整理碑文内容，了解到岗

周李氏源自附近三道河村的李氏，
始祖李也，三世祖李岐麟、李岐友、
李岐凤。岗周李氏，为三世祖李岐
麟之后人，迁至岗周村时为清宣统
元年（1909年），距今已繁衍约 13 代
人。

2021 年，就读于复旦大学遗传

学的谢全刚回到村里，先后对多位
老人进行走访，历经数月，整理出岗
周村的历史片段。这期间，谢全刚
在几位村民的帮助下，还发现一通
清乾隆六十年（1795 年）立《重修玉
皇阁关帝庙火星殿五圣祠并金粧神
像碑记》石碑。石碑上的文字由甲
午科举人沈正坤撰文。

据悉，岗周村当时有李、赵、王、
曹、马、刘、谢、徐、石、魏、晁、雷、翟、
高、常、杨、梁、胡、孙、田、朱、郑等姓
氏，呈现出多姓共存的格局，并
延续至今。

采访中，岗周村党支部书
记李春民带着记者来到村中间
的一处老宅。这处老宅坐北朝
南，墙体为蓝砖结构，没有围墙

的院子里种满了豆角、番茄、黄瓜等
时令蔬菜，绿意盎然。

“这就是我村的李氏祠堂，现在
住着一位李姓村民，算是守护着李
姓的老宅。”李春民说，在他小时候，
李家祠堂还是一个大院，里面栽种
有数棵的松柏，长势繁茂。每到过
年、过节，他们李姓的管事人便召集
众人，来李家祠堂上香祭祖，诵读祖
训。多年前，岗周村村委会还把祠
堂当作办公用房使用了几年。

李姓祠堂今犹在

岗周村有一个岗周汉墓群

在许昌，最有名的汉墓当属建
设禹州白沙水库时发现的 白沙宋
墓。近年来，在长葛市、禹州市、襄
城县等地，也发现了不少的汉墓群，
出土了众多汉代文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村曾
发现岗周汉墓群。”李春民说，岗周
汉墓群位于村西的土岗上，也是村
里谢家坟的地方。

有一天，几位村民来谢家坟的
岗上游玩，无意中发现有座古墓被
盗墓贼打开，墓里面还有盆盆罐罐
的陪葬品。“当时，群众的文物保护
意识比较强，村民发现墓葬里的文
物后，一没有将文物占为己有，二没

有进行人为损坏，保存相对完好。”
李春民说。

接着，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几个
村民拉着架子车，将从墓葬里看到
的盆盆罐罐都送到了鄢陵县文管
所。随后，鄢陵县文管所、许昌市文
物管理部门也来到村里，对古墓进
行了抢救性发掘。

据许昌市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陈
文利说，岗周汉墓群南北长 500 米，
东 西 宽 300 米 ，面 积 约 15 万 平 方
米。葬区内有西汉空心砖墓、东汉
小砖墓、子母砖墓。

出 土 的 文 物 中 有 原 始 瓷 器 一
件，无领剑口缸两件。其中，原始瓷

器瓷胎酱色，青黄釉末涂到底；空心
砖画像为模印阳刻，有车马出行图、
武官吏、楼台亭榭、仙鹤等，造型丰
富，形象生动。

汉代的盘口壶，学名为罂（小口
大肚的瓶子），俗称喇叭口壶，是汉
代至唐代流行的一种陶瓷器壶式。
盘口壶盘口外敞，圆唇，短颈，鼓腹，
下腹内收，平底。壶的两侧有耳柄，
上部有三条纹路，整体造型端庄工
整，轮廓线柔和流畅，体态稳重美
观。如今，这件保存完好的汉代盘
口壶还展示在许昌博物馆的展厅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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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出版的《鄢陵县文献志》
中，有岗周村的名字。

岗周村大街上的牌坊。岗周村李氏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