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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 有“文”则名

嘉庆《义乌县志》卷十八“寺观·
伏魔道院”记载：“伏魔道院，县南二
十里，双林乡小昆仑山下蒲潭上。元
至正中，道者王子华建。”小昆仑山，
便是道院山。高不过百米的小山坡
居然称为“小昆仑”，与昆仑山的雄
伟峻拔、莽莽千里比起来，真是沧海
一粟。那么“小昆仑”的名字从何而
来，又有什么寓意？

佛堂镇作家协会主席王春平告
诉记者，古镇之东五公里的云黄山
（古代也称松山），是历史上赫赫有
名的双林寺所在地。慕名而来的文
人雅士络绎不绝。他们时常登高望
远，眺望远处似白玉带西去的乌伤
溪（义乌江），溪边有隆起的小山丘，
隐隐约约、延绵数里，颇似远在数千
里之外的昆仑山。文人雅士就叫它

“小昆仑”。
市地方志编纂室资深专家傅健

表示，道院山的历史，最早可以起源

到新石器时代。1981 年 10 月，佛堂
镇道院山出土新石器时代石斧。此
外，县志中对“小昆仑山”“伏魔道
院”多有提及。

宋濂（明）《野航斋记》提到：“乌
伤凤林王进士，系宋勋臣邠国公之
裔。家居小昆仑之下，仰观云黄，门
对双林。”《野航斋记》写于明洪武十
三年（1380）6 月，据此推断，“小昆
仑”的称呼应该早于此前。

嘉庆《义乌县志》内何傅（明）
《伏魔道院记》有如此描述：“距万
松山之西，不能十里许，有山隐隐
然而突起者，曰小昆仑。延袤可五
六里，山之麓花木畅茂，泉石清奇。
王君子华，择尤胜之地，构修真之
所，凡若干楹。龙虎山张真人揭其
颜曰伏魔道院。”

此外，王春平查阅资料得知，何
傅专门写有《时思庵记》：“义乌县治
之南，不能三十里，有山名小昆仑，
风气藏纳苍翠雄深。而蒲潭王氏之
先茔在焉……”《时思庵记》一文开
头，便提到“小昆仑”道院山，描述了

道院山的秀丽风景。
历史上，许多文人诗友写过诗章

以记颂其事，可惜序记和诗歌仅存一
二。但这些足以说明，当时文人雅客在

“小昆仑”聚会，肯定是一件颇有影响
的盛事。随着“伏魔道院”日益兴起，明
中期以后，“小昆仑”逐渐和道院山并
称。清末，“小昆仑”偶尔只在文中所
用。世人称道院山为多，道院山之名一
直沿用至今。

水不在深 有“人”则灵

历史上的道院山范围很大，大
致包括今天的道院山生态公园、大
成中学和王蒲潭村等区域。通过诸
多诗文，我们发现，“小昆仑”与“蒲
潭王氏”紧密相连。

民国丙子（1936）年重修《蒲潭王
氏宗谱》卷廿七“重修西津堂廿八公祠
记”记载：“古称蒲潭为船形。西有大
桥，其跳版也；村中比屋而居者为船
舱；前江沿为船头，后江沿为船尾。四
面皆水环绕，潆回湾抱，波静而浪平，
名之曰：船。形象如画，不啻天造地设，
成此胜境，与吾王家，聚族而处之也。”

王 蒲 潭 始 祖 王 善 友〔（1099—
1132），字彦信，号东山〕从尚阳凤林迁
来，在如今的佛堂镇双林路北侧蟠龙
寺一带落户建村。后来，又搬到如今地
势稍高之处的王蒲潭村，开始繁衍生
息，才有了佛堂古镇内现存最早的村
落之一——王蒲潭村。

好山好水，孕育了一批又一批
王氏后人，王祯在子孙中颇有名望。
傅健介绍，清乾隆戊寅（1758）建立
祭祀王祯的王鼎二祠，至今还位于
佛堂镇头甲村内。此外，凤林王氏后
裔义溥古稀之年在小昆仑山上建

“耕读轩”，效诸葛孔明之于南阳，躬
耕畎亩，闭门读书。

“凤林王氏十七世孙曾捐资构建
‘永慕堂’于‘小昆仑’之西。”王春平补

充道，“永慕堂”后世也称“进士祠”，建
成几百年来，前前后后修葺了 7 次。
1926 年，义乌县议会决议：位于田心
村的第三完全小学迁至佛堂道院山王
大宗祠。1946 年，金华师范学校自宣
平县迁义乌县佛堂镇，“进士祠”部分
被改建成大会堂。1949 年下半年，金
华师范学校迁回金华，私立大成初级
中学从义亭迁入，私立东南初级中学
从赤岸迁入，两校合并后入原金华师
范学校校舍，称为义乌私立大成中学。
1959 年，更名为义乌佛堂中学。1991
年8 月，恢复浙江省义乌大成中学校
名至今，“大成中学”校名由中国著名
数学家苏步青题写。

现如今，大成中学依旧在“小昆
仑”道院山西侧，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
优秀学子。除此以外，道院山周边还有

佛堂镇初级中学、佛堂镇第二幼儿园、
佛堂文体中心、义乌市图书馆佛堂分
馆等多个文教场所。从古至今，好山好
水的道院山都可以称得上是佛堂文化
胜地，浓郁的文教氛围伴随着“小昆
仑”之名代代传承。

“昆仑”有梦 静待花开

“小昆仑”历史悠久、文化深远，但
由于无人打理等多方面原因逐步荒
废，甚至一度因为山林草木繁杂成了
社会治安管理难点。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道院山光
秃秃的，啥也没有。山上树木杂乱，
我们晚上放学一般都不敢往那边
走。”2004 年曾在大成中学读书的陈
先生告诉记者。

2007年，佛堂镇人民政府概算投
资 915 余万元，启动义乌市道院山生
态园工程，通过土石方、苗木种植、园
路铺装、给排水、照明等建设，历时一
年，将一片荒芜之地建为以环境保护、
休闲为主的园林式生态公园。2008
年，道院山生态园二期工程项目上马，
生态园北侧的二期区块进行绿化及景
观等建设。

如今的道院山生态公园，入口
处是佛堂历史人文浮雕，往里走为
带有弧形文化墙的文化广场，再往
里，迎面而来的便是湖光山色、亭台
楼阁。微风袭来，踩着窸窸窣窣作响
的落叶，拾级而上，逐渐看到道院山
全貌。近年来，山上树木愈发茂盛、
周边楼宇越建越高，站在道院山顶，
已经俯瞰不到古镇全貌。

作为佛堂古镇内的“绿洲”公园，
道院山生态公园已然成为城镇居民文
化娱乐的重要场所。佛堂唱宏艺术团
经常驻点在此演出，吸引远近不少居
民前往观看。家住道院山脚下的何丹
剑，平时在外地上班，周末回家常和家
里人来到这里：“山不高、环境好，就在
家门口，还常常有演出。饭后走一圈消
消食，再好不过了。”

道院山生态公园是佛堂美丽城
镇建设的浓厚一笔，如今，它已处在
城镇中央，西北为古镇区，东南为工
业区。有理由相信，在双江湖新区及
佛堂美丽城镇建设中，“小昆仑”道
院山将不仅仅局限于一座生态公
园，它更像是一块镶嵌在古镇的璞
玉，等待更多的人挖掘其深厚的历
史文化内涵。

道院山：蒲潭之上有“昆仑”
▢ 全媒体记者 陈洋波

古镇悠悠历千年。义乌江、南江双江水系孕育出来的佛堂古镇，不仅有名闻中外的云黄

山、双林寺和流淌着商风古韵的百年老街，还有道院山。

道院山，又称“小昆仑”。山高不过百米，然而在历史上，因为与王蒲潭村“凤林王”祖先

有着深厚的渊源，名士撰文、诗人唱和，成为远近风流人士的雅聚之所和礼赞胜地。五六百

年间，道院山留下了诸多诗文，不失为义南文化名山。

亭台楼阁亭台楼阁

碧波荡漾碧波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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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全景公园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