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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鲁山县尧山镇退休教师孙德润

“没多时的事儿，那个日本学者叫佐佐木，还带了个翻译，在我这儿研

究了多半天……”78岁的孙德润昨日对笔者说。近来，鲁山县尧山镇退休教师

孙德润成了大忙人，刚办完两次为期半个月的墨子文化展，就不断迎来参观调研

的中外专家学者。

“中汤有李成才，尧山有孙德润”。当地群众都知道，孙德润十多年来

坚持研究和传播墨学文化，是个远近有名的墨子迷。他所住的院子，原来还住着

墨家传人相里氏后裔相同银，他从小就常听相老伯讲墨子的故事，对墨子十分崇

拜。相同银膝下无儿女，下世前叮嘱过孙德润，要他继承墨家弟子的衣钵，把墨

子文化发扬光大。

解放前，孙德润过着乞讨般的贫困生活，他说他的一生经历两个“天”。

1957 年，孙德润开始参加工作，因为务实重干，第二年就入了党。到 1997 年退

休时，孙德润已为山区教育事业奉献了 40 个春秋。从尧山中心校退休后的他，

终于有时间去完成少年时代的心愿了。

每月，他准时牵头召开离退休教师例会，经常与家乡的老一辈人交谈，

搜集有关墨子故里碑的资料，撰写成文稿陆续在上级刊物上发表，先后为《鲁山

文史资料》撰写了 50多篇文章。2001 年，县里在他的家乡举办革命老区纪念展，

他专门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配合展览。

为保护家乡的墨子文化遗迹，他不遗余力。2001 年，他和村干部戴保仓

发起成立了墨子文化研究协会，定期组织村民学习和讨论墨子思想。为修建墨子

祠，他带头捐款 1000 元，还多次向上级反映，最终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2001 年 8月，县政府在他家门口设置了“墨子文化遗址”保护标志，2004 年又

在街头竖起 “墨子故里”碑。

多年来，孙德润真正按照墨子的“尚同”、“兼爱”等思想主张做人做

事。当看到一些中小学生沉浸于网吧荒废学业时，他书写了“为了健康成长、不

要迷恋上网”等内容的木牌子，在镇上各个网吧宣传。县关工委了解到他的事迹

后，专门把他吸收为会员。为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他和村民王留栓等 10 多

个人牵头成立了文艺队，定期开展大规模的文艺活动，吸引了十里八村的近万名

群众前来观看。有时，文艺队还向汝阳县等地的文艺队发出比赛邀请，孙德润就

总是在比赛前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宣传墨子。

在几十年的工作时间里，孙德润一直是工人身份，退休后领到的工资不

多，加上爱人始终务农，家里没有什么积蓄。而为了弘扬墨子文化，他自费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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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制作了几十幅宣传版面，在家中连年举办墨子文化展及墨子诞辰纪念展。多

年来，他先后接待中外专家、学者达 2000 多人次，其中有多人来自德国、韩国

和日本。随着墨学与中华文化研究的兴起，前来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

从教 40 年，孙德润可谓桃李满天下，尧山镇现有的教师、村干部几乎都

是他的学生。在尧山管理处工作的柯建新对笔者说：“我在上学时家很穷，孙老

师是个很有爱心的人，经常用小锅煮红薯让我吃。”尧山中学校长王永民说：“在

推荐上学的那时代，孙德润为人宽厚，有几个教师曾批斗过他，但他依然推荐这

些教师的子女上了高中。”尧山村村干部周新告诉笔者，那么大年纪还天天为公

益事业奔波，孙德润就像是乡亲们身边活生生的“墨子”，在尧山脚下永远擎着

一面墨子文化的大旗，引领着人们不断思考、学习和进步。（王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