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年来河南省的墨学研究

萧鲁阳

改革开放以来，墨学研究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河南学者，主张

墨子里籍鲁阳说，深入研究，弘扬墨学，逐步崛起。

一、平顶山市潘民中、杨晓宇等学者研究墨子里籍，弘扬墨子思

想，批评张知寒的谬误，批评墨子里籍滕州说，有重大贡献。

现任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潘民中教授，现任平顶山市文明办主任

杨晓宇研究员，立足平顶山市，研究平顶山历史文化，成为文史研究

大家，有重要成就。潘民中主席功力深厚。杨晓宇主任学有素养，思

路清晰，发表了许多好文章。潘民中的《墨子里籍滕州说质疑》一文，

极其深刻。杨晓宇曾任平顶山市社科联副主席，主持《求索》杂志，

使其成为宣传墨学思想的重要阵地。二人为墨子研究出力甚多，厥功

甚伟。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潘民中协调平顶山市和鲁山县的墨学研究，

组织鲁班研讨会，与钱文忠交涉墨子研究事，贡献多多。

二、鲁山县史志办郭成智先生，长期坚持，独立支撑，守望在东

西鲁墨学研究前线，是墨子里籍鲁阳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郭成智，鲁山人，鲁山县志办工作人员，见嘉庆《鲁山县志》中

有墨子鲁山人的记载，着手考察研究，自称行程数万里，阅书数百种，

与东鲁张知寒论争，发文多篇，结集《墨子鲁阳人考论》一书，于

1999年梓行。

三、河南省墨子学会的成立，为提升河南墨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



机。

1983 年以后，我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得识来馆查

阅文献资料的郭成智先生。1991 年，参加鲁山县志评稿会，我在会

上就墨子研究有个发言。1993 年鲁山县墨子商场开业，墨子雕像揭

幕，我有幸参加开业和揭幕仪式。这一时期，我同社科院和省社科联

同志多次往返于郑州鲁山之间，就成立河南省墨子学会事与有关方面

协商。

1996年 4月 26日，省老子学会成立大会在省社科院举行。会议

期间，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葛纪谦要我牵头筹建墨子学会。我于 5

月 1日到鲁山，与县委、县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见面，并与鲁山县墨子

研究者张新河先生等见面。5月 9日，向省委宣传部提交书面报告。

1997 年 10 月 10日，河南省墨子学会在石人山（今尧山）成立，同

时举办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此地即墨子故里。10月 9日会议报到，

为农历九月初八，正是墨子诞辰。河南省墨子学会的成立，检阅了队

伍，展示了成果，为河南墨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四、2000 年，徐希燕来河南考察。

徐希燕，江苏南通人，1963 年出生。2000 年，他正在上海复旦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在刊物上读到他的文章，就给他发了一封信，

介绍墨子里籍在河南鲁山。他反应很快，很重视我的意见，立刻安排

来河南考察。其时我正在河南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做所长，因事无法陪

他，就介绍他到鲁山。徐希燕君鲁山之行，走访各方人士，实地察访

墨子遗迹和传说，收获颇多。也就是这一次，他见到了潘民中、杨晓



宇、张新河诸先生，并在平顶山师专作学术报告。从此，徐希燕成为

坚定的墨子里籍鲁山说者。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鲁山说为基本观

点的墨子研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2008 年再版，他专门又加了一

节墨子不是滕州人的文字。

为了推动河南的墨子研究，徐希燕曾以个人名义向时任中共河南

省委领导职务的王全书同志发函，提出建议。王全书同志很谨慎，到

社科院视察工作，问我徐希燕是男还是女，当确知徐为男士后，全书

同志才复函。

徐希燕博士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仍

念念不忘河南的墨子研究事业。经过这十多年的历练，他的思想水平

和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活动能力，都有很大提高。2012 年 4月，在鲁

山召开的第四届墨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希燕发言，慷慨陈辞，言简

意赅，有水平，有高度，有深度。

五、鲁山和滕州之间的交流互访互动。

鲁山与滕州之间，既有论争，又有互相交流，互访互动。前述郭

成智到滕州考察过。我曾二次到滕州。一次是与李玉凯前往，滕州李

广星同志接待。在滕州考察，见到山上建有亭子，说那就是目夷亭，

我开他们的玩笑；亭乃乡亭之亭，建在荒山之顶，有什么意思？又到

木石镇，张知寒说那是目夷镇。其实张知寒说错了，“木石”应是“木

植”的音讹。全国各地叫木石的地名甚多，皆谓木植，非目夷也。二

次去滕州，是 2004年 5 月，我同葛纪谦同志并我院副院长赵保佑一

块儿去的，早晨从郑州出发，中午到达滕州，整整 500公里，这再次



证明墨子止楚攻宋，不是从曲阜出发。因为曲阜比滕州还远，而郑州

至南阳，南阳到襄樊，再到江陵或者宜城，还有更远的路程，依墨子

所处时代的交通条件，要在十日十夜之内完成数千里的长征，怎么可

能？这也是豫鲁二省学者所争议的焦点之一。直到张新河、张九顺二

同志止楚攻宋路线考完成之后，这一问题方始得到解决。二张实际考

察并认定，墨子止楚攻宋，从河南鲁山出发，止于湖北钟祥，正南北

向，1010 华里，此说有破有立，有理有据，解决了墨子生平一大问

题，贡献很大。

滕州市领导及墨子中心李广星到鲁山考察，也是我在河南社科院

考古所工作期间的事情。他们过郑州时，我陪同我院王彦武院长与滕

州客人见面。

六、台湾墨学研究者与河南的交流。

1、台湾学者冯成荣出版墨学著作五部。每部书叙墨子里籍、国

籍，都取鲁阳说。对墨子有全面解读。冯成荣先生生前与郭成智有联

系，在里籍问题上，旗帜鲜明。

2、王讚源来河南。2003年元月，河南社科院成立墨子研究中心，

我为常务副主任。当年天津张斌峰教授来河南，介绍台湾学者王讚源

来河南作学术交流。当时我因心脏不适，在河南中医药研究院接受治

疗。十月初，专门请假三天，接待王讚源先生。

2003年 10月 3日，在社科院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葛纪

谦、赵保佑，鲁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保栓、鲁山县国税局局长李玉

凯，随同王讚源来河南的张斌峰、杨岗营。其时我还是我所在党派的



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就请省政协副主席毛增华主委会见并宴请

王讚源。

王讚源墨学研究较深，他的来访，开启了河南墨学工作者和海外

以及国外学者交流的新时代。2003年 10月 3日的座谈会，直接促成

了一年后在石人山（即今尧山）召开的首届国际墨学研讨会。台湾学

者李贤中等多人与会，日本岗本光生等，以及韩国、美国学者与会。

七、2004 年墨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人山召开。

2004年 10月，墨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人山召开。台湾李贤中

等多位学者与会，日本学者岗本光生等多人与会，韩国学者与会，美

国学者李绍昆等与会。我在会上提交两部书，一是《墨子元典校理与

方言研究》，二是《鲁阳墨论》。

此次会议的积极成果之一，是墨子里籍鲁阳说影响到国际学术

界。

八、墨子高层论坛，贵义连东晓，阳光耀中华。

又一届墨子国际学术研讨会是 2008年在鲁山召开。2009年冬 12

月，平顶山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第一次学术会期间，我与常耀华老师不

期而遇，很是高兴。耀华原为平顶山师专教师，1995 年我们相识于

新乡河南师范大学。这次相会，耀华正在李学勤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

位，他在关心着河南的墨子研究。会议期间，我们一块儿到鲁山县举

行墨子高层论坛，与会的有：中国社科院郑光，政协平顶山市副主席

潘民中，平顶山学院教务处长袁桂娥，鲁山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郭

东晓。我在会上就河南墨学研究的历史、现状、问题和对策四个方面



发言。后来网上有报道。会议座位以左至右，依次为袁桂娥、郭东晓、

萧鲁阳、郑光、潘民中、常耀华，看到这个顺序，我不禁怦然心动，

因为桂娥就是贵义，而贵义正是墨子篇名，6人名字连读，即是贵义

连东晓，阳光耀中华，此乃吉兆，亦天意也。

九、2011年 3月，鲁班研讨会。

2011年 3月 9 日，政协平顶山市委员会、平顶山学院召开鲁班

研讨会，我同徐希燕、赵长海等参加会议。鲁班史料，可信的只见于

墨子书。任继愈说墨子是滕州人，顺带又说鲁班也是滕州人，无据。

任老先生似乎觉得他说是滕州人就是滕人，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

事。我在会上发言的题目叫做《论公输盘不是滕州人》，后来发表在

《平顶山学院学报》上。

十、新阶段。

此次（2012.4.20～23）第四届国际墨子学术研讨会在鲁山县召开，

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意义重大，河南的墨学研究进入到一个全新

时期。

早在河南省墨子学会筹建之时，我们的工作便得到了中国先秦史

学会学者的支持。李学勤先生为我们题词“石人盛会，墨学重光”。

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也有题词。学者郑光先生等也支持我们的工

作。正式以先秦史学会团体名义与河南墨学研究联合行动。中国先秦

史学会的支持与介入，使河南以及全中国的墨学研究态势，发生了重

大变化。河南墨学研究进入到一个非常有利的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先

秦史学会的介入与支持，彰显了史学界对于鲁山墨子里籍的认同。这



是一件大事情。

十一、2011年河南墨学界办成的几件事情。

1.平顶山学院成立墨子学院，并于当年开设墨子班本科招生。

2.鲁山县成立墨子研究中心。

3.平顶山学院举办鲁班研讨会。

4.包头墨子研讨会，张清廉书记、张新河等与会，会上有河南的

声音。

5.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萧鲁阳的《行侠仗义说墨家》一书。

6.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张新河《墨子鲁阳悬疑案》一书。

7.二次伏牛山文化圈研讨会确定与中国先秦史学会联合举办墨

子学术研讨会。

河南省墨学研究的大旗高举在平顶山上，平顶山学院已显现出成

为中国墨学研究主阵地和研究中心的苗头和态势。

十二、研究成果展示，硕果累累。

与滕州相比，河南墨学研究，缺乏计划，缺乏协调，不似滕州的

声威。我们的同志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鲁阳说，深入研究，含

辛茹苦，呕心沥血，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据我的不

完全统计，以墨子里籍为基调的著作，至少有以下二十几种。如：

1、台湾冯成荣著书五部。

2、中国社科院徐希燕著作一部，2008 年重印。

3、杨晓宇至少一部。

4、潘民中至少一部。



5、鲁山郭成智著作一部。

6、萧鲁阳、李玉凯合编一部。

7、萧鲁阳著作三部。

8、赵保佑、贺国营合编论文集一部。

9、赵保佑、荆建刚合编论文集一部。

10、张新河、张九顺合著一部。

除以上诸位先生，湖北社科院金德万先生，武汉科技大学孙君恒

先生，省地方志杨静琦同志，鲁山的陈章法、张怀发、郑建沛等先生

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平原大学学报》编辑部张振台促成该校学

报设置墨学专栏。

十三、2011年墨学五书。

1、萧鲁阳《行侠仗义说墨家》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2、张新河、张九顺《墨子鲁阳悬疑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3、史党社《墨子城守研究》中华书局出版

4、杨义《墨子还原》中华书局出版

5、王讚源等《墨经正读》上海人民出版

张新河、张九顺著作，多为实地调研考察所得，其止楚攻宋路线

考和墨姓考察，尤有价值。

史党社，陕西秦俑馆研究员，博士，2000 年后曾来鲁山考察。

党社的爱人叫由静，秦俑馆副馆长，2004 年参加过鲁山墨子研讨会。

二人支持墨子里籍鲁山说。

王讚源《墨经正读》，与孙中原、姜宝昌等合编。



墨经是奇书，逾读逾难。

十四、自今以前河南墨学研究的缺失和弱点。（略）

十五、墨子学院墨子班

2011年，平顶山学院成立墨子学院，招墨子班本科学生，是新

生事物，寄托着我们的希望。墨子班研究弘扬墨学，责无旁贷，义不

容辞。

墨子班研究墨学，是墨子里籍鲁阳说的坚定支持者。里籍不是墨

子研究的全部，但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不能为里籍而里籍，也不

能永远是里籍。但里籍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研究里籍，是为

了更深刻的理解其思想。试想如果连墨子的里籍尚弄不清楚，那么会

清楚墨子思想的来龙去脉？所以一定要弄清产生墨子圣人的这块神

圣的土地。

墨子学院是研究基地，不特为教学基地。要有自己的团队，即有

自己的专家群，要形成自己的战团。

十六、河南墨学研究的希望在墨子学院。

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参与和介入，使河南墨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平顶山学院墨子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河南墨子研究中心向平

顶山地区转移的完成。墨子班的招生，使河南墨学研究创造新的辉煌

成为可能和必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道酬勤，天遂人愿，

我看好从现在起下一个三十年的河南墨学研究。贵义连东晓，阳光耀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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