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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孟冬，应驻蟒窝村第一书记
张万杰邀请，文友一行到蟒窝采风。

蟒川东南有山村，名曰蟒窝村。
背青山而依，枕流水而眠。风光秀
丽，云水浸染。春有山花之烂漫，蜂
飞蝶舞；夏有蝉鸣而林静，瓜果飘香；
秋有层林之明艳，重峦叠嶂；冬有白
雪之纯洁，淡抹浓妆。真乃春秋各妖
娆，四季皆诗情。

究其村名，蟒窝，自有神奇传说
——当年王莽撵刘秀，穷追至蟒窝，
两边大山相对出，中间却隔一条河，
眼看无路可逃，刘秀心急如焚，忽见
一巨石浮出清波。“好石”！刘秀一声
大喝，纵身驱马踏石飞过石崖，得以
脱身。谁知那巨石原是神龟，欲浮出
水面沐浴阳光，怎奈“天子无戏言”，
瞬间化作巨石，匍匐天地间。

听罢传说，细观巨石，果然龟头
前伸，龟背龟纹清晰可见。

王莽见刘秀飞奔而去，一病不起，
只得留宿当地。真龙和蟒，自古有别，
龙有五趾而蟒有四爪，此传说正应了
刘秀才是真龙天子，王莽只能为蟒。
后人将王莽留宿的地方传为“蟒”窝。

听杨增老师娓娓道来，不仅村名
富有传奇色彩，蟒窝周围的奇山异峰
均有来由。且看凤凰台，凤凰俊雅冰
川遗迹，罗圈冰碛自成体系，双翅各
托山峰一座，欲展翅高飞，却因金簸箕
被盗而凤落平阳。凤凰被世人奉为神
鸟，可见有凤之地蟒窝乃一方福地。

亦有南天门，陡峭万仞。岭上有
奇景，酸枣刺顺生。为防扎伤天子
身，刘秀下令顺生长，金口玉言谁敢
违？枣刺全变没钩针。

再看奇峰蜘蛛山，一山独秀蟒窝
南。相传原为蜘蛛仙，慕名朝拜蟒蛇
仙，途经田河村一座，由此得名过仙
庄。头朝西北侧耳听，弥勒佛经记心
间。立志为民办好事，天罗地网捕蝇
蚊。后虽犯下吃人罪，知错改错化成
山。植被茂密苍柏翠，野生药材布满
山。春有翠柏绿意浓，秋有黄栌层林
染，蜘蛛吐丝绵不断，流出清泉味甘甜，
五谷丰登人安乐，后人称其蜘蛛山。

远眺弥勒佛山，酷似佛像一尊往
西南看。相传，蟒窝众仙多作恶，玉
帝派其收众魔，弥勒佛仙谨受命，驾
云下凡到蟒窝。降妖口袋一张开，妖
魔鬼怪尽收来。弥勒佛将其罪行尽
数落，苦口婆心讲佛经，众仙心悦诚
服，自此蟒窝享太平。

更有四尖山黑土地孕育果树发
展，骆驼山冰川遗址赛天龙下凡，银
洞山避战乱保百姓平安，天门山天然
石槽助刘秀得天下江山。

蟒窝自古出神仙，座座山头皆灵
验。四周环山如屏障，战乱不用修寨
墙。东坡鳖盖南北岭，罗圈椅子稳当
中。三条清溪绕村落，蟒沟蟒河阁老
窝，纵横交错水绵绵，滋润乡土日肥沃。

观奇山异峰，栩栩如生。真乃天
地造化，人间胜景。山水有仙之灵

气，孕育出王
大善人王家
礼。自小聪明又
伶俐，善思好学才
思敏。博览群书医
术高，精通外科手术
精，独门膏药疗效好，
医德高尚仁善心。众乡
亲称其“积善余庆，泽及
四方”。村民受其影响，
遵循圣人言训，民风淳
朴邻里和睦。

自然风光上天所赐，
人文情怀后天栽培。曲
剧故里曲韵情深，昔日
搭班唱戏，今日曲剧团
正式成立传承曲剧事业。丰富群众
文体娱乐，挖掘埋藏在人间的神话故
事，著书立说，编撰村志，申报省级传
统古村落。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山
村，像藏在山中的璞玉被打磨，熠熠
生辉。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民风淳朴
的人文风情，让蟒窝村驻村工作队员
信心百倍，誓让这个有着200多户贫
困户的省定贫困村，村民脱贫致富奔
小康。道路提升，安全饮水，危房改
造，安装路灯，基本医疗，教育帮扶，
金融贷款，技能培训，易地搬迁，花椒
基地，香菇大棚……一项项惠民措施
稳步推进，整个蟒窝村旧貌换新颜。

看，山坡上一排排整齐的太阳能

板，在碧空下格外显眼；一个个蜂箱
一字排开，采山中天然荆花之精华，
酿甘甜肺腑之仙蜜；花椒种植，百亩
荒坡，富了乡亲，绿了荒山。

看，一排排浅黄色的新房明艳整
齐，老百姓住上了统一规划统一搬迁
的新房，房内洋溢着“家和万事兴”的
温馨，房外蔬菜瓜果篱前菊黄，广场
上各类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建设新
家园，开创新生活，这正是“易地搬迁
解民忧，脱贫攻坚见真情”。

游蟒窝，观群山之俊秀，听神奇
之传说，感古村之变迁，所见所闻，耳
目一新。不禁赞曰：一方水土滋养万
物，两袖清风为民造福，三条溪流穿
村而过，四面环山物产丰富，五谷丰
登民之所愿，五颜六色山花烂漫，七
项措施八方支援，九九鸿福润泽乡
里，十全十美绽放笑颜，百户安乐，千
家幸福，万紫千红秀美山川。

蟒窝 游记
◎孙利芳（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