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蟒庄村位于汝阳县蔡店乡，距洛阳
约30公里，这里遍布黑色的玄武石，也
称黑石头村。

如今，村中除了错落分布的上百座
石头民居，还有一处气势恢宏的青砖建
筑——王凌汉老宅，这里藏着一个时代
的风云变幻，也藏着王凌云、王凌汉兄
弟的一些往事。

【洛阳传统村落 】14 近日，河南省首批传统村落名录公布，洛阳有17个村落榜上有名。这17个村落或建筑风格

独特，或文化内涵深厚，均有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忆。记者将带您一一探访它们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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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蟒庄村：
王家老宅里的风云变幻

□记者 张广英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图

提起汝阳县蔡店乡，很多人想到的是杜康美酒和蔡店卤肉。
而在距县城不远的蟒庄村，我们听到最多的则是王凌云、王凌汉
兄弟的故事。

对王凌云，很多人并不陌生。他是蟒庄村人，出生于1899
年，小名新成，字仙峰，是有名的抗日英雄、国民党中将。

“王凌云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也是我们当地人的骄傲。”蟒
庄村村委会主任赵胜利说。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王凌云率部
对抗日军，之后又转战各地，屡立战功。1942年，他被任命为国
民革命军第二军中将军长，兼任滇西警备副司令，参加了滇缅抗
战之松山战役，并强渡乌江与新一军会师，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
了辉煌的一页。

由于王凌云战功卓著，蒋介石曾为其题字“常胜将军”。不仅
如此，他还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及美国银质自由勋章等，并被英
美国家编入历史教科书。

“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凌云的人生结局并不好。”赵胜
利说。王凌云曾任十三绥靖区司令兼行政长官，驻守南阳，1950年
年初被俘。1961年年底，他被特赦后定居北京，1963年移居郑州。
1968年9月，因在“文革”中遭到冲击，王凌云离家出走，就此失踪。

王凌云的一生波澜壮阔，王凌汉则无法与之相比。赵胜利
说，王凌汉出生于1903年，比王凌云小4岁，不学无术，性格粗
莽。1930年，王凌云部为张钫收编，王凌汉才有了发迹的机会。

当时，内埠、蔡店一带的豪绅都想以王凌云为靠山，纷纷投到
王凌汉门下，为其效劳，王凌汉便成了“二大人”。1936年，王
凌汉在内埠出任第三区区长，不久又辞职回到蟒庄村扩充实
力，图谋称霸一方。1944年春，日军西侵，伊阳（现汝阳县）沦
陷，王凌汉出任伊阳县县长。日军投降后，他又以县长的名义
率众进入县城。

有钱有势的王凌汉开始在老家大兴土木。1946年，他在蟒
庄村营建宅院，强迫附近的群众给他运送建筑材料，日夜不停。
不过，宅院建成后，王凌汉只住了不到一年。1951年，他在公审
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草草结束了一生。

前段时间的一个下午，我们驱车来到蟒
庄村。这里散落着上百座石头民居，遍布着
黑色的玄武石，黑石头村果然名不虚传。

“石头民居是我们村的一大特色，现在
保存完好的还有上百座，都是老百姓就地取
材建的。”村支书李兴法说。

在一片石头民居中，青砖建成的王凌
汉老宅气势恢宏。这是一处坐西朝东的四
合院式建筑，由上房、门房及南北对称的厢
房组成。我们站在空空如也的院子里，一
抬头便能看到屋顶上精雕细琢、形态各异
的五脊六兽，还有墙壁上、廊檐下精美的砖
雕和木雕。

与王凌汉老宅相距不远，就是现在的
蟒庄村村委会。“这里有小门与老宅正院相
通，当年是王凌汉家长工的住处。”赵胜利
说。在村委会的门楼大梁上，还有一行毛
笔字：“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初九日动工，三
十日上梁，主人王凌云、王凌汉率子侄国
伟、顺……”这说明老宅并非王凌汉独立修
建，也有王凌云的份儿。

“王凌云不仅参与了老宅的修建，还回
来短暂居住过。”赵胜利说，宅子建好后，王
凌云很喜欢，但他已感觉到局势不妙，只能
叹息“房子建再好有什么用，又不能搬走”。
果然，王凌汉在这儿住了不到一年，就被执
行枪决了。王凌汉死后宅子随即空了下来，
后被挪作他用。

由于一度缺乏看护，王凌汉老宅廊檐下
精美的柱础石大多已被盗走。如今，村里安
排65岁的王小偏当义务看护人，老宅的正
门已被一堵高大的墙挡起来，另一侧的铁门
也被石头堵死。

当年的风云变幻以及王家兄弟的往事，
仿佛就这样被埋在了老宅的沧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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