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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秘书长：

论证材料要精简文字，能减则减，后面内容要不厌其多，鲁山移

风易俗故事传说这两章内容要加大分量：民间文化之乡而不是历史文

化之乡，专家也是民俗专家，从民俗风俗角度予以书写，避开争议，

从民间歌谣故事口头传说方面作报告，不要出现不统一的地方；第二

部分镗将还是蹚将？前后要统一起来，小的细节问题，后省份证名单

副秘书长以下的部分全部去掉，只要领导成员的名单，后面的没有必

要；汇报材料略显冗长，要压缩下，前面能减则减少，文字一定要严

谨，语言一定要准确，，汇报材料要简明扼要，要严谨，是关键，汇

报书是对汇报材料的补充说明，都要严谨。。。。如：第 7页“其立碑

年代应该很古老，”“应该”“起码应该”、“或许”。。。这样的文字不要

应用，避免文字中出现似是而非的语言。

后建议：要进一步加大硬件设施建设。

夏主席：

沉浸在兴奋之中，处在社会转型期，处在传统文化消亡时期，鲁山在

默默守护两千年前的文化。墨子思想在当前社会具有一定的普世价

值，墨子思想对于人们的思想启迪，是种人类向善的文化营养，是种

传统道德的完善和国民教育。墨子思想的传承人——孙先生，令人感

动，现如今我们的道德理念在坍塌，新的道德建设的核心就是“向善”，

新的道德理念没有建立，道德建设滞后，营造不出人类向善的道德氛

围，在道德空档期，我们在做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民间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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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是种民俗传承，与百姓息息相关。是种墨子理念内化为一种文化一

种民俗，并不是封建迷信，是种几千年来继承而来的知识文化财富，

为什么不明确提出用墨子思想作为我们的道德底线呢？不能弃之不

理。

墨子里籍的争论问题，其他地区的观点不值一驳或者语焉不详，但是

宣传力度很大，鲁山的考证资料从民俗学、从语言学、从历史学角度

说是比较充分的，墨子里籍问题一定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有尽头，也

永远不会有一个权威的部门来认定墨子的里籍问题，我们要力求一家

之言，别人很难撼动，这已经做到了，另外要发出强大的声音，自己

做大做强，得到社会的广泛共识，要努力从自身做起，现有的或者将

来发现的遗址遗存要妥善保护，要尊重好自己的文化遗产，“停止破

坏，精心守护”。修护或重建，老百姓的祭祀活动不要禁止，不要看

成封建迷信，不能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来否定社会科学，信仰是种社会

的一种需要，给宗教一定的发展空间，保护好我们的民间祭祀等活动。

墨子文化衍生出来的内容是我们鲁山墨子文化之乡的基点，我们的基

点要站在墨子文化在历史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民俗文化，这是我们要站

立的基点。

今后墨子文化：鲁山任务：保护,开发，保护第一，在保护基础上开

发，在开发过程中保护，开发主要是旅游开发：城市形象塑造：不能

用建雕塑和五星级宾馆来塑造城市形象，用建筑来拉动旅游时不够

的，不能用现代建筑来解读古老传统文化，要“寻找差异”或者说“制

造差异”，不单纯强调硬件城市建设：现代人岁心里的变异或者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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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需要返璞归真，需要走进自然，回到过去来填补现代人们的心

灵空白，我们要重塑墨子文化记忆来吸引人们的视线，能够使人们触

摸到看得到的方式来拉动我们的旅游。鲁山有没有保存相对完整的古

村落？（温家宝，朱建柱）使古村落和墨子文化嫁接起来，修复后使

得人们在享受墨子文化同时来更好地享受当时那段历史，使我们的墨

子旅游开发有好的项目和抓手，使人们能触摸到，看得到，听得到，

而不是单纯的重塑单纯的文化符号或记忆。（第一批古村落保护名目）

随着农耕文明的彻底消亡和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墨子文化、古村落文

化等文化记忆存留将显示越来越深远的意义和巨大的价值。

另建议：将墨子文化之乡项目纳入全省华夏历史文化创新区重点项

目。”两个打造“墨子文化之乡“项目，”华夏历史文化创新区”重点

项目。

范大岭：

省民协多年来对平顶山地区的文化品牌大力支持标示感谢，平顶山地

区申报了很多文化之乡，申报都得到省专家组的大力支持。标示衷心

的感谢。鲁山文化底蕴深厚，县领导重视。希望鲁山早日捧回墨子文

化之乡的牌子。

张清廉：

欢迎省专家。一、中华文化与墨子与鲁山，中原文明根在中原，中原

文明根在伏牛山去或豫西地区，最早文明在浅山区。二、河南华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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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创新区，文化底蕴深厚。河南被动是为什么？河南名人多、河南人

比较大肚量。

乔老师：

我来之前，秘书长让我把申报书和申报资料光盘都看了一遍。申

报书编的非常到位，我说的到位有两个到位，一个是明实相附，咱们

申报文化之乡，咱申报书的内容与文化之乡很符合，这是一个到位，

第二个是对墨子文化说的很充分，所以这个书我建议在这方面好好整

整，出一本鲁山墨子文化志，这具有志书的资源、资质，好好做做。

我来之前把资料好好的看过，来之后又到实地去看了看，过去知道墨

子，但对墨子不是十分了解，来了之后，占才主席讲来些，又看了些，

我有几点感受和几点建议，咱们这个墨子文化确确实实是在咱们这里

生存的东西，文化性他表现的很充分，一个是在民间信仰方面，确实

是对墨子其人和墨子的思想是十分崇敬的，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的

非攻思想，墨子还有其他很多思想都已经渗透到到地群众的精神生活

中去了，成为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有一个善意堂，是宣传善意的地

方，他们虽然不是直接念颂墨子的经文，但他们宣扬的东西都是从墨

子那时候流传下来的东西，演绎下来的，所以说这些都深入到了我们

的精神层面。第二个是祭祀民俗，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如果有一

个很有意义、很值得纪念的事情存在，就慢慢会演变为祭祀。人格化、

神格化，就是通过这个神格化的祭祀来弘扬、来宣扬谋一种思想道德。

这是咱们老祖宗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方法远远比咱们党现在做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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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工作还深入人心，效果还好。在鲁山，咱们这个墨子祭祀活动做的

非常好，上午在墨子祠咱们看到群众们挑着花栏、抬着墨子牌位的花

轿，唱着纪念墨子的唱词，做的非常好。再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生

产民俗，在咱们光盘里对墨子的介绍中，缺少一个科学家的介绍，但

后面内容中讲到了。假如墨子能够生活到现在，那肯定是两院院士，

一个科学院院士，一个工程院院士。墨子是一天生产一天讲学，他搞

了很多发明创造，他有自然科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又有实际技术方面

的。另一个方面是生活民俗，墨子崇尚下一代的文化教育，墨子的主

要思想是从夏朝那个时候就开始流传下来了，墨子文化在咱们的生活

民俗中也表现的比较充分。还有一个语言民俗，用咱们鲁山的方言土

语来读墨子，好多事情，好多意义就容易理解。如果不用鲁山的方言

读墨子，很多专家就会认为有许多地方是言语记载错漏的，这是个大

事儿。这说明墨子在写经的时候利用了他生活环境中的方言土语，同

时也说明了墨经里保留了许多上古时期墨子时代的语言，留传至今还

被使用的土语。所以说这个墨子文化在咱们鲁山当地的老百姓中间是

体现的很广泛浓郁的。之所以说墨子在典籍里记载的不是很多，这主

要是因为墨子是平民哲学家、平民思想家、平民圣人。他没有受到后

期的读书人的重视，特别是后来的独尊儒学，这使他的传播受到了摧

残，但是墨子文化却在民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墨子的思想、学说、

发明等等都在咱们鲁山民间流传下来了，得到了保存和发展。这就附

合咱们文化之乡申报的基本要求。关于墨子的歌谣种多，内容很丰富，

有些还很生动，而且每一次下去都有新发现，包括咱们上午去实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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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现了新的歌谣。所以根据以上几点，我认为鲁山完全附合咱们文

化之乡申报的要求和规定，我很赞同鲁山县申请国家级墨子文化之

乡。提一点建议，咱们的软件方面很好，但是硬件方面不足，硬件偏

小且不集中，申报书中的硬件规划很宏大，但这实施起来需要比较长

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我的意见是不是咱们先弄一个让外地人来鲁山祭

祀瞻仰墨子的地方，先找个下跪的地方，找个上乡的地方，给来到鲁

山研究、瞻仰墨子的专家学者和游人先提供一个集中场所。我的发言

完了。谢谢。

我来之前查阅了墨子的相关文献，来到鲁山后来看到了相关材

料，并且今天也进行了实地考察，内心十分激动。无论是我们地方政

府还是我们县文联，特别是我们袁占才主席等工作同志都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就目前鲁山县整理出的中国墨子文化之乡的申报材料是我见

过的申报材料中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非常充分。更另我感动的是，是

我们的地方民群对墨子的信仰有这么坚实的基础，像黑姓、相姓等，

他们都自认为是是墨子的亲属和后代，这种情况和当年我们在这里看

到牛郎织女神话传说故事被当地民众认定为自己的祖先，这就是地方

话典型性特征的集中表现，没有必要和别的地方去争墨子的里籍问

题，因为我们可以认识到这里是墨子的出生地，是他走出去的地方，

墨子到了别的地方，也受到了当天群众的欢迎和尊敬，他们把墨子视

为自己的亲人，所以关于墨子的许多传说在不同的地方流传。墨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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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平民圣人，这样一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旗帜，我们把他比喻为一

轮红太阳，他是在我们鲁山大地升起的，照亮了我们的历史长河，照

亮了我们历史的天空，这是我们鲁山人民的光荣，我们生于斯、长于

斯，在这里我们薪火相传，我们在这里不光是再传达着墨子的思

想，更多的是我们在向这个时代证明。我们在这里传授墨子文化

就是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文明幸福家园。墨子提出的兼爱，

崇尚的正义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过时，他不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财

富，更是全人类的财富。通过我们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鲁山完

全具备了申报中国墨子文化之乡的这个条件和基础。我认为在申

报技术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在做的这些材料上要精益求

精，要突出重点，把条理梳理清楚，把材料展现的更完整、更清

晰。我建议用语要准确，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们在文殊寺看到的那

个传说是墨子和公输班对弈的棋盘，棋盘上我们介绍说这是战国

时期的，我们在图片上需要做一些处理，因为上面写的是楷书，

但是楷书是出现的比较完的，是南北朝之后才出现楷书的，汉代之前

他是隶属，秦之前是大篆，而鲁山古称鲁阳，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人，那个时期这里如果有文字也应该是大篆才对，这是个硬伤，我们

再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汇报的时候，这个地方要做一些处理。我建

议介绍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此材料现存于某某地方，相传于怎么样，

这样就避免了一些尴尬。技术处理上我们要注意细节，细节无小事。

另一方面，我们所做的申报材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在使用文献方

面要注意取舍，因为文献有多种形式，在引用传统文献的时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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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我们最后注明引用文本，在使用后人文献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注

明，还要有所保留。不能把话说的太死，因为你用后人的材料去证明

前人，你的材料只能做为佐证，是不能做为确证的。就目前来说，在

全国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我们这里对墨子的信仰这么深刻，内

容这样丰富，存流的状况这么典型。有这几条证据就足了。墨子是我

们这里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申报的是中国墨子文化之乡，这是重点，

一些旁枝末节我们可以尽量简化。在叙述民俗的时候要力求自

然、质朴，不要刻意追求文学性，民间文化的质朴性其实就是他

的科学性。还要特别重视这个文化传授和传承的这个线索，把这

个线索要梳理清楚。再一点我要说，我们在文化传播这方面的档

案要完善一些，上午通过实地考察，一些地方做的很好，但有一

些地方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完整。我建议，我们要加大硬件方面

的建设完善，其中一些细节也需要注意，比如一些墙壁、头像啊，

要突出出墨子的这个特质，要做的简单、大方、明洁，让人一看

了就说这里真是无可替代的。可以做一些墨子广场、公园等公益

设施。不需要弄一些假山假水，要空出墨子。另外，关于墨子的

画图，可以集合一些当地的书画家来专门制做，可以集中起来可

以做一个图书室，把这些资料串连起，更清晰、更有说服力。也

可以建设墨子博物馆，让海内外的墨子文化信仰者前来朝圣，更

好的传播墨子文化，让墨子文化的光辉来照耀世界，温暖人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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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申报技术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在做的这些材

料上要精益求精，要突出重点，把条理梳理清楚，把材料展现的

更完整、更清晰。我建议用语要准确，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们在文

殊寺看到的那个传说是墨子和公输班对弈的棋盘，棋盘上我们介

绍说这是战国时期的，我们在图片上需要做一些处理，因为上面

写的是楷书，但是楷书是出现的比较完的，是南北朝之后才出现楷书

的，汉代之前他是隶属，秦之前是大篆，而鲁山古称鲁阳，墨子是春

秋战国时期的人，那个时期这里如果有文字也应该是大篆才对，这是

个硬伤，我们再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汇报的时候，这个地方要做一

些处理。我建议介绍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此材料现存于某某地方，相

传于怎么样，这样就避免了一些尴尬。技术处理上我们要注意细节，

细节无小事。另一方面，我们所做的申报材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

在使用文献方面要注意取舍，因为文献有多种形式，在引用传统文献

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后注明引用文本，在使用后人文献的时候，

我们不但要注明，还要有所保留。不能把话说的太死，因为你用后人

的材料去证明前人，你的材料只能做为佐证，是不能做为确证的。就

目前来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我们这里对墨子的信仰

这么深刻，内容这样丰富，存流的状况这么典型。有这几条证据就足

了。墨子是我们这里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申报的是中国墨子文化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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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重点，一些旁枝末节我们可以尽量简化。在叙述民俗的时候

要力求自然、质朴，不要刻意追求文学性，民间文化的质朴性其

实就是他的科学性。还要特别重视这个文化传授和传承的这个线

索，把这个线索要梳理清楚。再一点我要说，我们在文化传播这

方面的档案要完善一些，上午通过实地考察，一些地方做的很好，

但有一些地方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完整。我建议，我们要加大硬

件方面的建设完善，其中一些细节也需要注意，比如一些墙壁、

头像啊，要突出出墨子的这个特质，要做的简单、大方、明洁，

让人一看了就说这里真是无可替代的。可以做一些墨子广场、公

园等公益设施。不需要弄一些假山假水，要空出墨子。另外，关

于墨子的画图，可以集合一些当地的书画家来专门制做，可以集

中起来可以做一个图书室，把这些资料串连起，更清晰、更有说

服力。也可以建设墨子博物馆，让海内外的墨子文化信仰者前来

朝圣，更好的传播墨子文化，让墨子文化的光辉来照耀世界，温

暖人间。谢谢。

戴老师：

在鲁山看了这两天，很感动也很感慨，做文化这么些年，感

觉还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基层干部在老老实实的说文化、做

文化，确确实实是一群平民的文化坚持。我们鲁山县委、县政府

和县文联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不忘文化的坚持和建设也

另我十分感动，真是做了不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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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山的申报情况，我的观点是：我同意鲁山县申报中国

墨子文化之乡。我同意鲁山申报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申报资料齐全，文本细致工整精美，像做艺术品一样也整

理我们的申报材料。第二、墨子的遗址遗存保存丰富、广泛，有

看头、有说头、有听头。第三、对于墨子思想的论证正确、论点

充分。有论证、有佐证、有旁证非常全面。第四、群众基础非常

广泛、非常深厚。确确实实感觉到是口入相传、妇孺皆知，耳熟

能详。第五、文化成果硕果累累。所以从以上几个原因来讲，我

同意鲁山县申报中国墨子文化之乡。

我再提几点建议：

第一、对现有的墨子文化资源进行进一步的整合提升。现在

墨子文化资源在鲁山到处都是，但到处都是不见得会到处开花结

果，现在的资源还存在着多、小、散、乱这么个情况，需要进一

步的整合提升。

第二、要把墨子文化打造成墨子文化产业。要把墨子文化产

业链做好，墨子文化才能得到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

鲁山县委、县政府以后要在墨子文化产业链上多下功夫。

郭孟良：

这几天在鲁山一直在走、在听、在看，让我受益非浅，另我

十分感动。我有三句话要说：第一、墨子里籍基本定论。里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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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我们论证文化的一个前提，有了这个前题我们才好往下说。

第二墨子文化传承体系完整。这应该是我们论证文化之乡的一个

基础、一个支撑。不管从遗址、遗存的保存，还是从民风民俗、

文化传说的流传的体系都是十分完整。第三、墨子文化创新前景

可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墨子文化具备可持续性、科学发展性。

有了前提、有了基础、有了可持续性和科学发展性，我同意鲁山

申报中国墨子文化之乡，我个人也觉得鲁山的申报成功很有希

望。

我有两点建议：

第一，申报资料文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从编辑的方面说，

整体咱们的申报资料做的很到位，但是还存在一些小的问题，还

有一些小的瑕疵。在编校上要更规范，细节无小事。例如对山东

社科院院长的身份表述上有不统一的现象，这样很不应该的。

第二、在墨子文化创新工作应该在咱们申报工作中体现出来。要

重视去规划墨子文化的创新，在这方面我认为还有需要提升的地

方。要把墨子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文明建设、国民教育

结合起来。利用这种新形式下的创新来影响鲁山、影响河南、影

响全国，以后还有可能影响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