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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山，位于山亭区北庄
镇洪门村北，东依鸡冠崮，
西邻沧浪渊，承水流经山
前，与东、西厢山连为一
体，古称苍山，又名三峰
山，海拔 456 米，占地 3307
亩，王山因乐陵、安丘二王
墓而得名。

王山与东西厢山，三峰
并立，周围群山拱卫，主峰
奇险峻秀，巍峨壮观，林木
葱郁，绿草茵茵，每逢春
夏，苍碧一色。《峄县志》记
载：“县远郊城北五十里，有
三峰骈列，其首山曰王山，
山势广大，绵亘数十里，巍
然如屯云中。中峰尤算端
重，不与群山伍。左右两峰
如臂交抱，巨石层叠，皆立
内向；岩岫峻，削立千尺，
层峦叠嶂，中拥一峰，如文
笔高插天半。”

王山形似一把座椅，又
如一位携子抱孙的老人，山
前涧壑众多，沧浪之水穿越
峡谷奔流东去，一年四季，
溪水淙淙。“两山夹一头，不
出将相出王侯”，存有二王墓
遗址。

王山林木葱郁，山顶松
柏戴帽，山坡果树缠腰，山
下葡萄飘香，山之阳是国家
级生态旅游示范村——洪门
村，洪门葡萄名扬大江南北。

王山古墓
清 光 绪 三 十 年 （1904

年）《峄县志·山川志》 载：
“ （峄） 县远郊北境次山自
中至东者，其首山曰‘王
山’山之阳为明鲁藩乐陵、
安丘二王墓。墓前为红门
村，则坟园之旧门也。茔基
久夷，断碣无存。”

又《兖州府志》载：“乐
陵王朱泰壆，靖王庶第二
子，安丘王朱泰宁，靖王庶
第一子，均宣德二年 （1427
年）薨。”二王为明太祖朱元
璋第十子、第一代鲁藩王朱
檀的后人。二人死后，葬于
王山前，建有陵园，后称安
丘、乐陵二王陵。陵墓前建
有祠堂、大红门、红抱柱，
雕梁画栋、气势宏伟，现门
迹尚存。明末清初，一场特
大山火，把陵园和祠堂焚烧
殆尽，变成一片废墟。

《峄 县 志·古 迹 考》 记

载，朱檀于明朝初年被封为
鲁王，死后葬在曲阜与邹县
交界的九龙山。按照明代的
分封制，鲁王子孙死后也应
葬在山东。经勘查，王山南
麓王坟的方位，与 《峄县
志》 记载一致。墓地两侧有
隆起的山梁，由于数百年山
水冲刷，墓上封土已不复存
在，但坟茔墓地犹存，约半
亩方圆的缓坡上堆积着黄褐
色泥土，与周围的沙土砾石
迥然不同。据史料记载，王
山古墓南面建有东西方向的
围墙，将陵墓环抱于园林之
内，陵墓周围松柏挺拔高
耸，气氛森严。陵园的围墙
涂以红色，并建有大红门，
在绿荫掩映下显得格外肃
穆。清初，王姓先人迁来占
业，遂以红门名村，故称

“红门”，又称“洪门”。清
末，陵园建筑和坟周古树已
荡然无存，残存的唯一遗
迹，是一块长方形的巨石基
座，横卧在荒草丛中，基座
上浮雕着人物图像。数百年
来，陵园大门前渐成村落，
红门虽已不复存在，地名却

由此而来，为后世之人探寻
王坟遗址留下了线索。

洪门寺
位于王陵前，今洪门村

后，建于明朝，现寺门遗址
尚存，高 3 米，巨石垒成，
有绿色片瓦、黑褐色的大砖
和用于房顶的泥塑兽头等。
据当地老人讲，寺院墙用双
层石块砌垒，地基 2.5 米宽；
上有青砖白灰勾缝，梯形，
顶部宽1米左右；周长500余
米。大门高6米，宽8米，两
边有合抱粗的红色木柱，上
刻“龙凤呈祥”图案，七步
台阶而进。殿宇35间，其他
房舍60余间。寺内栽有黄连
树、橡子树等30余棵，其中
最大的有 6 棵，直径约 1.5
米，该寺已损毁。

王山地势险要，自古就
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占山
结义之场所，现存有佛爷
庙、西厢山寨等古迹。

佛爷庙
位于王山东南坡，占地

100 余亩。中心处，有一石
碑，底座长5米、宽4米、厚
0.5米，民间流传有佛爷骗小

鬼的故事，该庙现已毁坏，
仅存旧址。20 世纪 20 年代，
为防匪患，在四角建 4 座炮
楼，因年久失修，毁坏殆
尽，现仅剩墙基一处。王山
东南脚下，佛爷庙北侧有
泉，泉边有一通被砸断的石
碑，上刻：“龙王圣水泉”五
字。此泉大旱不竭，已被村
民接通地下水管道入村饮用
和农田灌溉。

西厢山寨
西厢山坡十分陡峭，山

顶平坦宽阔，南北长 1200
米 ， 东 西 宽 500 米 ， 面 积
3300 余亩，曾建有山寨，大
小房屋 200 余间，最高处建
有四合院，是清咸丰年间寨
主王继与儿子王怀议事居住
之地。正房为忠义堂，不远
处 有 依 石 而 建 的 喂 马 槽 3
个，旗杆窝 3 个。沿山而建
长短不等寨墙多处，东山腰
筑有 300 米的围墙。凭险而
建的两道山寨门均用大石砌
成，易守难攻，有“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之险。顶西
有两眼山泉，水源充盈，大
旱不涸，现被山后的王家湾
村民引用。清晚期，盗贼四
起，民不聊生，洪门庄主王
继和儿子王怀为防匪患，携
家眷上西厢山，建寨盖房，
习武练功，众多乡邻陆续上
山，协力建成易守难攻的山
寨，公推王继为大寨主，王
怀为二寨主。随后组成 800
余人的武装队伍。山上建有
演武厅、演兵场，插旗树
标。后来，台儿庄运河沿岸
幅军兴起，联合抱犊崮山区
各山寨主共同抗清，王继父
子响应。1863 年 3 月，峄县
县令张振荣带领官军及大部
民团，强攻西厢山，大寨主
王继战死，二寨主王怀带领
残部突围，孤身逃往外地，
后来病老家乡。现存沿山而
建的寨墙多段，山上四合院
遗迹等。

焦山溶洞
王 山 西 南 部 焦 山 山 腰

处，有一天然溶洞，为焦山

溶洞。洞口朝东南方向，宽1
米，仅容一人侧身而进，洞
内面积 500 余平方米，可容
纳1000余人。洞壁整齐，洞
内洞连洞，洞套洞，洞洞相
通，形成天然的“大肚笑
佛”“银蛇附壁”“福星娃
娃”“仙女下凡”等，形象逼
真，栩栩如生。石娃娃、石
鹰、石猴、石磨盘，千奇百
怪，钟乳奇石绚丽多彩，盛
景满目。

洪门新村
两山夹一头，虽然没出

王侯将相，但独特的田园风
光，悠久的历史文化，赋予
了洪门人特有的聪明智慧，
建成了远近闻名的葡萄专业
村。1988 年，在时任枣庄市
人大代表、山亭区政协委员
王祥刚的带领下，洪门村开
始大面积发展庭院葡萄，从
单一种植“龙眼葡萄”发展
到“黑提”“红提”“京亚”

“巨星”等 20 多个品种。掩
映在绿色葡萄树下的洪门
村，每年夏秋，串串葡萄似
珍珠玛瑙悬挂在架上，村内
道路处处皆绿，形成 800 米
绿色长廊。各地客商及游人
蜂拥而至，摩肩接踵，穿绿
荫、赏美景、品葡萄，仿佛
置身于世外桃源，流连忘返。

“走进洪门村，遍地绿荫
荫，头上红玛瑙，地下淌黄
金。”这是鲁南第一葡萄村洪
门村的真实写照。现在家家
栽葡萄，户户绿满园。全村
共发展葡萄1600亩，仅此一
项人均收入一万多元，洪门
村先后获得“省级旅游特色
村”“省绿化示范村”“中国
最美休闲乡村”“国家级生态
旅游示范村”荣誉称号，被
称为“葡萄世博园”。随着美
丽乡村建设和旅游业的发
展，洪门村现已发展民宿15
家、农家乐20家，成功举办
11届葡萄采摘节，成为自驾
游、采摘游首选目的地。

（张建营 季洪亮）

王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