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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山，古
称碑产山，位
于 诸 城 市 昌
城 镇 北 端 ，
西 邻 潍 水 ，
北 接 高 密 ，
面积约3平方
公 里 ， 海 拔
116米（一说
156米）。虽
不 高 大 ， 却
很 有 名 气 ，
这 不 仅 因 为
它 是 诸 城 北
部 唯 一 的 一
座 山 ， 还 因
它 是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的
山。

  如果把巴山放到诸城南部群山之
中，它仅有百余米高，只能是群山中的
“矬将军”，而在诸城北部平坦如砥的
胶潍平原上，它却因独特的地理位置，
被潍、密两水环抱滋润，别有一番
韵味。
  汉代吕后七年（前181），刘氏王
朝在昌城置县封王，巴山成了达官贵人
游玩围猎之处，名声日盛。明朝时，在
山南半山腰处建有一座寺庙，叫光阴
寺，香火自此袅绕，香客不绝。据说光
阴寺与五莲山的光明寺同时建成，它们
南北呼应、明阴益彰，成为庇佑古老诸
城的两座宝刹名寺。如今，光明寺依旧
晨钟暮鼓、梵音缭绕，而光阴寺却早已
毁于20世纪中叶。
  巴山北面有个古老石坑，坑底有一
泉子，叫龙眼，可直通海底。巴山的山
顶处，有一座望海亭，站在此处虽然并
不能望见大海，但登高望远，周围的村
落、旷野、河川尽收眼底。在山前，王
家巴山、乔家巴山、孙家巴山三个村子
像是三个儿女依偎膝下，一起静静地沉
浸于祥和的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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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为达官贵人游玩地

巴山滋养孕育人才

  “巴山”之名的由来有多个版本，
其中两个流传普遍。
  其一：洪武年间，一部分移民从山
西迁往山东胶东，长途跋涉，饥困交加
之际，猛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座山，在
缭绕雾霭中，山脚仿若盘踞着一只猛
虎，似睡似醒，睥睨万物，漂泊至此的
人们不由自主生出臣服之心，一种归属
感油然而生，随即加快脚步朝着卧虎的
方向急赶。俗话说，望山跑死马。人们
颇费了一番脚力，终于到达一个山脚，
长吁一口气，说：“好歹巴巴着个山头
了。”后人便称此山为巴山。
  其二：潍河又称“害河”，也叫
“坏河”。河中有水怪，没到盛夏就出
来作乱，导致洪水泛滥成灾。这年夏
季，潍河又发大水，眼看又要淹没村庄
良田。危急关头，正好二郎神担山赶太

阳路过此处，他就在
密水与潍河相汇之
处的北面扒下了
一堆土，像山一
样 把 河 水 镇 压
住，河水就规规
矩矩地顺河而
下，再也不泛
滥成灾了。
人们就把此
山 取 名 扒
山，后来渐
渐演变成了
巴山。

山名由来说法众多

两个版本流传较广

  有人化用杨筠松《撼龙经》中的
“贪狼顿起笋生峰”之言，称巴山为贪
龙。巴山虽小，却因龙而充满灵气。据
《旧唐书》记载：唐代大和年间，巴山
曾出现五龙飞舞的奇观。清代乾隆年
间，诸城知县牛思凝认为巴山有关诸城
人文风水，遂下令禁止樵采。明清时
期，巴山周围崛起了诸多宦官世家，既
有山北逄哥庄的刘墉家族，又有一衣带
水的相州王氏家族，还有巴山孙氏、注
沟蔡氏、巴山王氏等。
  其实，所谓巴山风水就是它孕育的
深厚文化，这不得不提到一个赫赫有名
的家族——— 巴山王氏，又称“巴山王”。
  巴山王是相州王的一个分支。康熙
四十三年（1704），诸城大疫，相州王
氏的第八世子孙王笃宗的父母相继死于
疫，他就举家迁至与相州一河之隔的
巴山。
  王笃宗，字克前。监生，候选州
同。康熙六十一年（1722），以子佑封武
略将军、湖州守御所千总。雍正十三年

（1735），以子份赠承德郎、山西泽州州
同。王笃宗通兵法，著有《阴符经注》。
  王笃宗兄弟四个，大哥王善宗康熙
十八年（1679）秋，中武进士，康熙二十
九年（1690）任台湾水师协标左营守备。
三弟王培宗康熙三十六年（1697）秋中举
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春，进士及
第。四弟王志宗乾隆三年（1738）秋中
举人。
  王笃宗善于理财，很快发达起来，
拥良田上千顷、店铺十多家，成为富甲
一方的“巴山王”。
  王氏家族注重教育，乾嘉时期，被
民间津津乐道的诸城“一门六进士”说
的就是巴山王氏。六进士分别是：十一
世的王应芬（从四品）、王应奎（知
县）、王应垣（从四品）三兄弟，王应
垣之子王琦庆（正四品）、王玮庆（正
二品），王应芬的孙子王家骧（知

县）。
  据不完全统计，巴山王共考中进士
6人、举人7人、贡生5人、监生18人，
官职（含封赠者）知县以上29人，诸城
方志给予专门立传者30人。
  巴山王氏崇尚诗书继世，有三位著
作被《四库全书》收入。王癸祥、王登
祥、王萦绪等均有诗作被王赓言收录
《东武诗存》。
  巴山王好收藏，王玮庆与王琦庆及
王锡棨、孙王绪祖俱为著名的金石学
家，家学渊源百年不衰，堪称金石
世家。
  王玮庆多藏金石拓本，著述甚丰，
著有《蕉叶山房藏书画碑帖图》三卷、《藕
唐诗集》十四卷等。其兄王琦庆著有
《万堂文集》四卷、《诗集》十五卷等。
  王玮庆之子王锡棨，官至刑部广西
司郎中。王锡棨于金石收藏、鉴赏、著
述均有成就。工书法，精篆籀、隶书，
著有《选青阁藏器目》《泉货汇考》
《泉币珍萃》《亦佳室印集》等。精鉴
赏、博雅好古，其治古泉学，尤为精
通，成《泉货汇考》十二卷。
  王锡棨之子王绪祖，光绪间任内阁
中书，与古金石家、甲骨文专家王懿
荣、罗振玉为好友，热衷收集，后举家
迁居青岛，著有《王氏吉金释文》《古
泉汇补缺订讹》《十宝秘藏之室日记
抄》《金石刻跋》《泉话》等。
  王绪祖长子王维朴整理祖父、父亲
遗稿，编辑成《诸城王氏金石丛书》。
  巴山王子孙一直致力于文化保护。
1956年，巴山村清代诸城名人、文物收
藏及古币学家王兰溪墓葬被挖开，在诸
城城里工作的王元清听说后急忙回家，
联系本村干部，说明国家保护文物政
策，把这一批文物大部收集起来，运到
县里保存。王元清几年里收集的文物约
3000余件，为诸城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王笃宗迁居巴山在此发家 注重教育诗书继世

中共潍东县委驻地。

望海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