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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T
晴空望月 心旷神怡

刘刘墉墉赏赏月月走走出出一一座座赏赏月月岭岭
本报记者 赵松刚

赏月岭位于诸城刘墉板栗园。因刘墉在此赏月而得名。岭上地势高
阔，是赏月的佳处，曾建有“赏月亭”。现在亭子早无，中秋也很少有人来
此赏月，倒是栗子收获季节，农家便在此搭棚或借树杈搭架，夜间守树，
谈笑风生，别有情趣。

赏月岭因刘墉得名
诸城赏月岭因刘墉得名，

位于诸城刘墉板栗园内。一日，
刘墉出门闲适而行，不知不觉
行至板栗园内，走到一处高地，
视野辽远空旷，抬头望见一轮
明月当空，心情大悦。当地人遂
将此命名为赏月岭。

赏月岭因刘墉赏月而名声
大噪，随后慕名而来者在此赏
月，特别是中秋佳节，当地人来
此高坡赏月，合家团圆，寄托相
思。后人亦在此处设立赏月亭，
供来人休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赏
月亭已不复存在，而赏月岭也
被板栗树所遮掩。但是，有关赏
月岭的传说却流传了下来。中
秋时节，来此赏月的人已经不
多，但每到栗子收获的季节，农
家在此搭棚或借树杈搭架，夜
间守树，谈笑风生，别有情趣。

时至今日，刘墉板栗园内
古树密布，仅明清古树就有3000

余棵，50年以上的古树8000棵，
是山东省内平原地区面积最
大、古树最多的古板栗园区。

千亩板栗不少归刘墉所有
刘墉板栗园位于素有“中

国板栗之乡”之称的山东省诸
城市昌城镇。这里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汉初，这里曾两度成为
侯王封地，被后人称为昌王城。
吕后七年(前181)，昌城设县，因
此，昌城也被称为“昌县故城”。

昌城境内有潍河、芦河、百
尺河三条河流过境，属于冲积平
原，气候温暖湿润，这里土肥水
盛，林木繁茂，再加上处于潍河
东岸，水源充足，细沙土壤，非常
适宜板栗生长。据《诸城市志》记

载：诸城板栗自明朝末年开始栽
植，主要分布在昌城、芝灵、桃林
等乡镇，尤以昌城镇最为盛产。
在当时，潍河东岸的昌城境内就
已“垦植家栗，渐成大行”。

至清康熙年间，栗园已达
数千亩，该镇的芦河、潍东村等
村庄即已大量出产，至今尚有
200多年树龄的老栗树。据说为
当朝尚书刘墉和诸城首富王巴
山王氏大财主所有，至解放前，
刘墉后裔诸城大财主“刘三棒
槌”仍占有3000多亩栗子园。

板栗文化已成当地名片

在刘墉板栗园中，不仅有
赏月岭的传说，还有凤凰送栗
的神话，恋人殉情的传说，特别
是那历经沧桑的古板栗树和凤
鸣坡、潍东明园、迎官道、眺水
台、情人岛等众多的历史遗迹，
更让身居其中的人们返璞归
真，回归自然。

刘墉板栗园历史悠久，树
龄年长，是不可再生的天然资
源，也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巨大
财富。为了有效地保护这些古
板栗树，近年来，昌城镇党委政
府联合市林业局等相关部门，

对板栗园中的所有古板栗树进
行了逐一编号、登记挂牌，为每
棵古板栗树建立了详细的档
案。

按照“生态为主、整体规
划、分步实施、对外招商、统一
管理”的原则，昌城镇党委政府
制定了“刘墉板栗园”整体开发
规划，加大了板栗园开发力度，
一期工程选择紧邻潍河的1200

亩地开发。利用板栗园中的空
闲地，规划建设诸城烧烤园，并
配套建设停车场、儿童游乐园、
眺望台等设施。同时，与潍河开

发相结合，建设水上游乐场，形
成集水上游乐、板栗观光、林中
美食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园区。
二期工程重点搞好北片和东片
区的开发，通过系统、科学开
发，把板栗园建设成为省内乃
至全国知名的古板栗特色饮食
游乐园区。

发展至今的板栗园，天造
地设，环境优美，古板栗树造型
奇特，千姿百态，巧夺天工，惟
有亲临其境，才能真正领略到
它美丽独特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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