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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山县为墨子故里的情况汇报

墨子里籍问题，经过近 30 年来国内尤其是河南墨学界的研

究，海内外专家与学者已达成“墨子是河南鲁山人”的共识。墨

学界撰写论文百余篇，出版研究专著十余部；“墨子”并被列入

河南省平顶山市“十大历史名人”之一。河南省的宣传文化部门

以及专家学者对墨学研究以及墨子思想的宣传与弘扬十分重视，

成立了河南省墨子学会，分别于 2004 年 9 月和 2008 年 11 月召

开了“墨学与现代社会”和“墨学与和谐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鲁山县委、县政府并于 2009 年拍摄《墨子》电影，在中央电视

台第 6频道播放。光明日报》数次报道墨子故里为鲁山。2001 年，

中国电信总局在郑州召开首发式，发行古代思想家邮票《墨子》，

首日封邮戳为“鲁山尧山”。

关于名人的故里之争，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尤其是墨

子故里的争论。两千多年来，宋人说、楚人说（鲁阳说）、鲁国

说（曲阜说）、齐人说和外国说争议不断。1982 年时任山东省社

会科学院院长的刘蔚华教授，由于在曲阜一带遍寻墨子遗迹而一

无所获，写出了《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

的文章。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海内外的墨子研究人士开始研究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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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来，至今已提出 100多条证据证明墨子是河南鲁山县人，先

后有 200 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经过莅鲁考察论证，也一

致认为墨子是河南鲁山人。

概括起来，墨子里籍为鲁阳说（即鲁人说、楚人说、楚国人

说）证据如下：

1、古人结论。东汉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确证。乾隆年

曾任翰林院修撰、山东巡抚的方志家毕沅确证。主编《鲁山县志》

的方志家、曾任山东博山县知县的武亿确证。

2、鲁山古县志有墨子的记载。清·嘉庆《鲁山县志·集传》

中记载的第一个历史名人即墨子，《鲁山县志·艺文志》中记载

更详，而滕州志无一记载。

3、从墨子的文章中考证。墨家弟子多楚人，墨子卒于楚国

鲁阳。墨子自称为“楚国人”和“中国人”。墨子和鲁阳文君关

系密切，交往频繁。墨子的语言中多鲁山方言。

4、墨子为夏人后裔。鲁山有墨子后学后裔，有墨家传人，

有很多传说、遗迹。1935 年发现有“墨子故里”石碑。

5、墨子为鲁山人的证据达百余条。墨子里籍专论 50 余篇，

专著 10余部。

建议上级部门高度重视，采取强力措施，切实保护河南的文

化名人资源。

墨子与墨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我们提倡学术争鸣，欢迎国

人不遗余力研究墨子文化，弘扬墨学精神，但反对不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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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重事实、学术造假、绑架名人的行为。最近，平顶山学院已

成立墨子学院，鲁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已下发文件正式批准成立

“鲁山县墨子文化研究中心”，我们也正在考虑注册墨子故里域

名。今广西某地建网站拟用墨子故里命名问题，我们坚决反对。

广西与墨子故里风马牛不相及，不能够也不应该这么做。

特作此情况说明。

鲁山县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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