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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文化发展漫谈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何梅琴

在历史长河中，有一段时间非常引人瞩目：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

一个思想大爆炸的时代，无论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几乎同时出

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

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他

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

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为此提出了“轴

心时代”的观念。

在这一思想大爆炸的文化轴心时代，人们面对无垠的宇宙，面对

浩瀚的时空，苦苦追寻人生真谛；面对天灾人祸，面对苦难的人生，

孜孜探求解决之路。其中，不求奢华、不求来世、律己利他、扶弱拒

强的墨子，拿出了他“兼爱”的答案。这一答案，展现了人性的真善

美，闪耀着人人平等的理念光辉。此外，他还提出“非攻”、“尚贤”、

“双赢”等观念，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价值。不仅如此，墨子在科技

理论上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在那个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

是无与伦比的。他以实验方法论述“光的直线传播”、“物影的生成”、

“双影的生成”、“光的反射现象”、“物影大小所关涉的条件”、“平面

镜成像”、“凹面镜成像”、“凸面镜成像”的精彩论述，直至今天，都

还是几何光学的“看家珍宝”，基础之石。但是放眼当下的墨子文化

研究，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宽，或是争执于墨子故里到底是河南还是山

东，或是碎片式的点状文化研究。我以为，在当前文化发展的良好形

势下，我们应该摒弃地域文化的思想芥蒂，以一种文化大同的普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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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发掘弘扬墨子文化。为此，我考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关于墨子故里属地的争论问题

属地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要有学术自信，厘清这个问题。要

搞科研，要通过大量的文物、文献资料、考古发掘等手段，以翔实的

材料论证墨子是鲁山人，墨子故里在鲁山。要尊重历史事实，还历史

以本来面目，对历史负责。

但从另一角度说属地问题不是文化研究中的根本问题。战国时

代，思想家行走于四方，思想的光芒也照耀寰宇，我们今天的认知不

能拘于一隅。

墨子在鲁山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迹，也可能在其他地方留下遗

存，我们的核心是要弘扬墨子文化的。刚才朱老师介绍了许多山东滕

州在宣传墨子文化方面的做法，很多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近些年

鲁山县委县政府、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加大了宣传墨子的力度，但可挖

掘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跟其他城市相比，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我

们要在研究、宣传、开发墨子文化方面下大力气。我们还可以同滕州

两个城市联手，共同将我们各自属地的墨子文化发扬光大。等到墨子

文化兴盛起来了，我们也必然会在兴盛的墨子文化中享受到文化繁荣

的硕果。就像儒家文化，孔子故里没有争议，但全国都在研究、落实、

践行儒家文化。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作为统

治思想确定下来后，一直影响中国几千年。而且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主

流文化，历朝历代受到人们重视。直到今天，儒家文化仍然是我们积

极倡导的，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依然把注意力停留在墨

子到底是哪里人这个问题上，那只会使我们的文化视野更为狭窄，从

整体上说并不利于墨子文化的繁荣发展，且与国家当前的文化发展战

略也是不相符的。总之一句话，“墨子是鲁山的”，“墨子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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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这样一条理念，我们才能真正做好、做大、做强文化及相关产业。

二、墨子文化发展规划

1、走进鲁山看墨子。鲁山县在近年来的旅游产业发展中，已经

取得了巨大发展，旅游产业已经逐渐成熟。我们在鲁山谈墨子，就不

能离开鲁山的产业优势。我认为，当地可以旅游为先导，激活历史人

文资源，综合发展墨子文化产业，实现鲁山自然游与人文游的双轮驱

动。

2、走出鲁山看墨子。尽管鲁山县的旅游产业发展迅速，但我们

还可以整合整个平顶山市的旅游资源，形成一个立体的旅游文化产业

圈。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友朋不只是在鲁山游山玩水，还要在整个平顶

山的背景下认识鲁山、喜欢鲁山。我们可以将平顶山的旅游项目整合

一下，如同旅游时的一票通形式，让全球宾朋来到平顶山就能全面认

识平顶山，而不是只知道鲁山、宝丰或者郏县一些孤立的景点。我想，

在这种全方位的旅游集群中谈墨子文化，更有意义，发展空间也更大。

当然，我们需要努力的时间也会更长，不过收益一定会最大化。

3、墨子文化产业园建设

墨子文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文化，我们要在全面展示墨子

思想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扩大宣传，营造墨子文化影响中的时代、社会

氛围。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

1）墨子纪念馆建设：各个地市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安阳甚至有

了自己的“文字博物馆”，作为墨子故里的鲁山也应有“墨子博物馆”，

通过集中地对墨子生平事迹及文化遗存的展示，在宣传推广墨子的同

时，打造城市文化名片。

2）墨子文化城建设：利用鲁山自然山水风光好的环境优势，依

山傍水，修建殿、亭、楼、阁。将墨子文化景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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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山水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人们既了解了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文化的历

史，又能知道墨子文化典故的来龙去脉。融知识性、观赏性、教育性、

学术参考性为一体，并努力将其打造成鲁山县、平顶山市乃至全国的

人文、生态旅游景区。

3、墨子文化氛围营造：氛围的营造在文化发展中很重要。平顶

山学院文学院在成立了墨子学院后，墨子研究就有了新的突破。它给

老师和学生营造了一个墨子文化的氛围，让师生经常处于墨子文化的

熏陶中，慢慢就长出了感情，长出了智慧，也就蕴藉成了文化。一个

学校是这样，一座城市也是这样。而今的山东滕州已经建立了各种墨

子文化景点，建设了墨子文化产业园，还有了中国墨学网的网站，这

就是一种文化氛围的营造。我们也需要借鉴他人的经验。他们能做的，

我们也能做，并且还要做得更好。这需要我们增强创意，我们可以将

墨子申请为文化产业的商标，我们可以以墨子的思想文化作为城市道

路、楼盘、商品、物品的命名，可以在高速公路、汽车站、火车站、

各大饭店、各大景区等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比较多的地方打广告牌、

标语，塑像。我们可以通过影视作品的改编，通过多媒体手段展示更

为形象生动的墨子文化。尤其是当下，一定要利用好新媒体，创新传

播方式。宣传工作很重要，滕州之所以能把假的说成是真的，靠的就

是宣传，我们一定要加大力度来做这个功德无量的事情，把我们这个

真的墨子文化说得更好传得更远。

另外，我认为，文化的传承不能仅靠阳春白雪的精英传播，更需

要下里巴人的俗文化。我们的墨子文化繁荣，还可以走民间技艺的方

式，不仅因为墨子本来就来自民间，而是因为民间的文化形式更接地

气，更能在社会心理中产生持久影响力。精英群体的认知会随时转向，

而民间的文化韧性是极为强大的。宝丰有马街书会，鲁山就应该有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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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化节。这不是邯郸学步，这是时代的召唤。通过墨子文化节的活

动，组织书画、建筑、科技、教育、民间技艺等全方位的墨子标签下

的各种赛事活动，让中小学生、让我们的市民、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墨

子文化发掘与弘扬中来，相信一定能将平顶山的墨子文化发扬光大。

总之，墨子有许多思想、成就，值得我们去研究，去传承。时代

需要墨子精神，墨学文化也需要适应新的时代。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自

成立墨子学院以来，以教学为先导，以弘扬墨子文化为己任，正在努

力把古代平民圣人墨子的思想与当下文化发展相结合，致力于构建具

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教育体系，这是我们对墨子思想文化研究所做的一

点绵薄之力。我相信，通过无数人的点滴贡献，我们的墨子文化一定

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开花结果，并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大放异

彩！

2014.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