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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位村：有个美丽的传说

重爬石牛山，平整的石阶从山脚一直铺到了山顶，30分钟
就能爬上去。爬山的强度不大，空气异常新鲜，非常适合住在
城区平常又不太运动的市民前去“洗肺”。半山腰处有一股泉
水，村民在泉水处围起了水池。很多爬山的人会从水池取水
直接饮用，还有很多人用大桶取水，带回家用于做饭。曾有村
民拿着水去检验，检验结果说水质非常好，适合饮用。

站在山顶，心旷神怡。细看石牛山的右侧山头，居然有一
根石笋，高约16米。从石牛山绕到石笋处的山路太难走，村民
胡波涛另辟蹊径，走了约20分钟，便能看到石笋的真面目。

石笋下方有个洞，洞口高约2.5米，洞内有约7平方米左右
的空地。摆一张 1.2 米宽 2 米长的床，在洞中生活没有问题。
村民介绍，关于石笋也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很早以前，山中有
一个魔鬼，变成一棵竹笋，每天往上长，妄想刺破天庭降灾于
民。村民只得每天宰六畜以供之，祈求平安。村民的祈求很
快传到了玉帝耳中。玉帝下旨，下放了一只天鼠，将竹笋根部
咬出了一个大窟窿，从此竹笋再也没长高。随着时间的推移，
竹笋变成了石笋。

发现二：石牛山对面有根大石笋

发现一：“S形身材”的下位村有着美丽的传说

坐公交车去下位村，一路赏心悦目的风景怎么也看不
够。你不得不承认，下位村真是个风景迷人的地方。该村是
城乡公交车的终点站，原以为到了金坑后，公交车上会只剩记
者一人。结果出乎意料，车上还有5位背着包的男女也到终点
站才下车。一打听，他们都是得知该村美景后，相约前来登高
望远的。

因为有了第一次进村的经验，记者第二次进村显得十分
从容，有了更多细细观赏品味的时间。从村口慢悠悠地“游
荡”，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下位村位于两座山之间的谷底。
一条清澈的小溪呈S形，穿村而过，把村庄划分成了三块，像三
只紧靠小溪的绿色小船。

对于村庄的“S”形身材，据说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
很久以前，有一仙人路过下位村，发现村庄像船形，是一块宝
地。仙人便对村民说：“等三只船形的地上造满房子，村庄就
会像一只装满货物的船一样远航离去。”村民听后对仙人说：

“我们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怎舍得离开？”有人便向仙人
讨教长住此地之妙计。仙人让村民在每块船形地的前头地上
种上树。树长大后就把船头定住。仙人随手抓起一把黄土，
撒向村的北面，忽然间北面就冒出一座像伏地狮子形状的小
山。那便是现在的岭头山，它挡住了三只“小船”去路，使山村
像明珠一样永远镶嵌在丛山峻岭之中。

下位村与义乌、东阳交界，从下位村到义乌城区、东阳城
区距离都是 35 公里。在下位村的山上至今依然竖着一块“三
界石”。从下位村出发，有几条古道线路，喜欢爬山的户外运
动者可以去游玩。

路线一：下位→义乌蒋坑→金坑→下位，环线爬山耗时：
5-6 个小时。路长约 9 公里，强度中等，适合休闲爬山之人。
从下位村电房路口出发，经荷叶岭古道，到蒋坑村，过岭后古
道，到达金坑村。古道保存完好，路比较宽，徒步为主，要翻一
座岭和一座山。

路线二：下位村→石牛山→华溪之源→箬岭下→下位
村，环线爬山耗时：5-6个小时。强度中等，但山路难走，安全
很重要，最好有常爬山的老驴友带路。从下位村操场直接仰
望就可以看见石牛山，过石牛山，前面就是沙帽头永康华溪之
源，再往箬岭头方向，到达箬岭下村吃中饭，然后返回箬岭，回
到下位村。

路线三：下位村→义乌双尖山→松瀑山瀑布→古道→下
位村，环线爬山耗时：7-8 个小时左右，约 16 公里。从下位村
电房对面过桥，往黄藤坑方向走，过一段机耕路往左边走，上
古道翻越领尖后，往右边有登山路线指示牌，可以沿着路线指
示牌到达双尖山（浙江陆地中心），到松瀑山瀑布，再返回。附
近路线众多，建议结伴而行，恐高症、高血压患者慎行。

路线四：下位村→蒋坑→鱼曹头→周坑→金坑，爬山耗
时：5-6 个小时。下位村电房对面过桥往黄藤坑方向走，一段
机耕路后走古道，翻越岭尖后下山，到达义乌蒋坑村。出蒋坑
村后往左，沿溪边的古道前往义乌鱼曹头村。在此吃中饭。
下午从村头的水库边左走，到一片栗子树山时，往右走，再经
过一段古道后，到达止岭头，沿防火道走 2 公里左右路到周坑
村，再沿马路一直走金坑村，再回到下位村。这条古道也可以
到象珠镇的峡源村或者后渠坑村上止岭头。

发现三：四条爬山线路风景迷人

“上石牛山的台阶铺好了，每到双休日都会有游客驾车或乘公交车到我村游玩
爬山，请你们也再来看看。”近日，家住唐先镇下位村的村民热情邀请“发现”栏目记
者回访该村。他们称，自本报 6 月 28 日刊登《下位村：山顶大石牛“牛气冲天”》一文
后，到该村旅游的人络绎不绝。村民们觉得开发旅游是致富的好方法，希望有关部
门能多到该村走走看看，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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