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护墨业 贵在行动

孙德润

我是如何走上守护墨业这条路的

1947 年 11 月鲁山解放，共产党给我分了房子，在陕山庙前院中，

是和墨子的弟子相里氏之派最后一个传承人相同寅住在一个院内。当

时相同寅 69 岁，跟前没有孩子，只有一个闺女，也出嫁了，家中很

困难。

那时，我才 12 岁，正上小学，不常在家，父母常对我说过：“对

你相伯伯好点”。1956 年放暑假，我从鲁山回来不久，有一天，相伯

从屋里出来，因路道不好，摔倒在地，头上鲜血直流。相伯伯喊我，

我扭头一看流血了，二话没说，把相伯伯背到卫生所包扎。此后几天，

我给他端洗脸水、端饭、换药。当年，相伯伯已 78 岁了，跟前需要

有人照看，所以我每个星期天回到家里，总是先到他跟前看看问问。

相伯伯对我充满爱意。时间长了，我们二人很自然的感情越来越深。

在我记忆中，相伯伯 84 岁时，有个星期天，我去到他屋里，他

很难过的对我说：“振东（我小名），我看你对我这么好，经常照料我，

我很感动，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跟墨子的兼爱思想真是一样。

你看我年龄这么大了，身体也不好，在这世上还能活几天？现在我委

托你办一件事，就是要把墨子思想长期宣传下去，让普天下老百姓都

知道，墨子关心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办了很多好事”。接着相伯伯

举了很多例子。如：在穿的方面，墨子研制了“污泥坑布”和“橡壳

染布”法；在生活方面，他研制了“磨、碾、碓杵舀、蒜臼、风掀”

等；在生产方面，他研制了“连枷、木掀”等工具。相伯伯说，就连

咱脚上穿的草鞋，也是墨子发明的。

我因为是出生在墨子故里，对墨子的思想也有所了解，对墨子当

然是既崇拜又佩服。我当即答应，说“相伯伯您放心，我一定接受您

的委托，尽力把墨子思想传下去”。

1964 年 3 月的一天，相伯伯不幸去世，享年 86 岁。

相伯伯去世后，外来宾客来访墨子的事情，都由我们村的张冠文

先生做具体介绍。

1997 年 10 月，我从教育上退休后，和张冠文、张天铎、戴保仓



等人，组织起一个墨子思想研究小组，开始定期组织活动。

近 20 年来，我集中精力，多方面收集墨子的事迹，宣传墨子思

想，发挥余热。

数千年守护墨业，可分三个阶段

对墨子的守护之事，从历史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

和当今三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即古代时期。从墨子在公元前 389 年逝世到明朝中

期 1506 年为止，共 1895 年。在这个阶段中，墨子弟子相里氏之派，

在自己已有的土地上选择一块好风水之地，后靠南大岭，前面靠山三

道岭盖起一座“墨子祠”

从此，弟子学派相里氏之派，祖祖辈辈派人看管墨子祠。直到明

朝中期，即公元 1506 年左右，因山西、陕西两省商人在原二郎庙街

做生意发财，当地有势人把墨子祠卖给山陕两省商人，他们把墨子祠

扒掉，盖成山陕庙，其面积为：东西长五丈五，南北宽五丈二。所以

说山陕庙的地址就是“墨子祠”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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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时山陕庙的四邻：南边有王振明、同得顺、纪有信、韩景玉；

西边是毛山、毛火；东边是代洪喜；北边临大街。

当时，墨子弟子学派对买墨子祠不同意，可是也没有办法。由于

弟子学派不断要求，两省商人于 1506 年不久在街边处竖立了一个墨

子故里碑。碑高 1.7 米，宽 0.7 米，上额圆头，有龙凤呈祥图案，下

有 0.5 米高的碑座，中间雕刻欧体字“墨子故里”四个大字。

以上的山陕庙和墨子故里碑之事，现在 80 岁以上的人都知道，



最清楚的人是张冠文、毛永安、李照祥、代洪喜、王振明。

第二阶段，是近代时期，即从公元 1506 年到 1935 年，中间共

429 年，从墨子故里碑立起到墨子故里碑被拆掉，整个阶段中，仍是

弟子相里氏之派看管，最后一个看管者叫相同寅，住在山陕庙正堂西

小屋，于 1964 年去世，享年 86 岁。

第三阶段，当今时期，即从 1935 年以后。

墨子祠于 1506 年被拆掉，墨子故里碑于 1935 年被拔掉。虽说物

不在了，却还有很多证据。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足以证明：一、墨子

弟子相里氏之派最后一个看管人相同寅于 1964 年去世，享年 86 岁；

二、当地 80 岁以上的人都知道，特别是李照祥、代洪喜、张冠文、

毛永安等人；三、解放时共产党给我家分的房子就在山陕庙台下，至

大街路边，相同寅住在台上西小屋，我家住在台下，我们是邻居。因

平时我家对这个五保户从各方面照顾得很好，感动了他，在他临终前，

相同寅不断给我讲墨子的事情，并叫我接他的班，把墨子的事业宣传

下去。所以我也算得上是墨子事业的守护人。除以上之外还有方言、

生活方式、活动遗址、创造发明等方面也都可以证明。

守护墨业，贵在行动

根据以上情况，墨子家乡人民从 2000 年开始成立了墨子研究

小组，有代文峰、张天铎、张冠文和我四人组成，代文峰为组长，

四人小组经常开会学习讨论。经代文峰手我们促成了三个大事，都

是守护墨子的大事。一是 2004 年立起了墨子故里碑，立在镇政府

门前；二是 2001 年 8 月立个墨子故里遗址牌，在孙德润门前。三

是 2005 年在南坡根盖起了墨子祠。2004 年代文峰又代表小组参加

了第二次墨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了言，也得到了好评。

综上，代文峰是守护墨子事业的典型人之一。

6年后，因小组成员多种原因，各自另行其业。我按照相伯伯的

委托，自觉干下去。在日常工作中，我经常找原二郎庙乡长张天铎请

教、商量。

我在新的起步中，为了得到领导的支持，首先向河南省政协领导

王全书汇报了二郎庙（今之尧山镇）人民对墨子故里碑、墨子祠的重

建情况。接着我在思想上进行了反复的考虑和计划。如何守护墨子事



业、如何宣传墨子思想等一系列的事情，最终决定，我不顾我们老俩

年老多病，要省吃、省穿、省吸、省花、尽量节约办一个墨子事迹展。

其原则是，自愿办展、自费备物、义务宣传、免费参观。在办展的过

程中，版面简易不断更新；版面内容不断增添；形式由简到繁。具体

内容有孙中山、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四位领袖对墨子的题词；有

名人对墨子的题词；有墨子的十大政治主张和多方面的名言；有墨子

多方面的生活放大画像；有墨子一生的丰功伟绩、文字和照片；有在

墨子兼爱思想影响下从国家到基层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实事；有符合墨

子兼爱思想、古人的劝人劝学篇等等。除小版面以外，还有大板面，

横额等，宣传形式多种多样。除在展室正常宣传外，还利用春节、物

交大会，特别是举行墨子寿辰纪念活动等机会进行宣传。

农历九月初八，是墨子的寿诞，我们还举行墨子寿辰祭拜活动。

有两年活动规模大，显得格外隆重，邀请有市县宣传部、文化局、县

考古所领导和县广播电视局、平顶山晚报记者参加。同时，连同本村

两委和群众退休教师等，有二三百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领导及

群众们给墨子祭拜，献上鲜花。会后，《平顶山晚报》记者作了报导，

县广播电视局在鲁山民生台放映实况。

2011 年 12 月 16 日央视四套，《走遍中国》拍《墨子与鲁班》，

又专程到家中采访我。

一般情况下，每一年我都组织墨子宣传活动。

通过多年来对守护墨子事业和思想的宣传，吸引了国内外很多

朋友到我家采访和指导，省内各市县区都有人来采访，外省的有河

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山西等省，还有台湾、日本、美国、

德国朋友。山东高校墨子研究小组、平顶山学院墨子班学生、在我

县召开墨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专家等都到我家中参观，我都热情接

待。粗略计参观人数当在万人以上。有的同志还给我留言。《河南

日报》《河南法制报》《河南教育时报》以市县报刊多次采访我，多

名摄影家也采访我，我的守护墨业的文章也不断发表在市县的报刊

上。

2013 年 1 月，中国墨子文化之乡申报成功，2013 年 7月 24 日，

在授牌仪式上，中国墨子文化研究中心又授予我“墨子文化传承人”

荣誉符号，并赠我巨匾一幅，匾题“守护墨子故居，传承墨子文化“匾



中间四个大字：“德厚流光”。

如今，我已是夕阳衔山之年。今后，在有生之年，我一定把墨子

故居守护好，把墨子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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