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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鲁山欲争墨子故里

来源： 山东商报 2009-08-17 人文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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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日，河南大河网网友“网络逍遥”在大河网上发帖，建议河南政府部门，致

电中央电视台，紧急叫停关于山东滕州是墨子故里的错误宣传。随后，该帖子在大河

网上引起了众多网友的争执。而 8 月 14 日，河南某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称“平

顶山市鲁山县（古称鲁阳）一直被认为是墨子故乡，所谓的山东滕州是墨子故乡的说

法是错误的。”该文随后在学术界和网上引发了众多的争议。

那么墨子究竟是哪里人呢？史籍中对于墨子的出生地又是如何记载的？为此记者

采访了几位研究墨子的权威专家，希望从中得到答案。

姜宝昌：墨子故里早有定论

姜宝昌：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

在记者谈到有网友称“河南鲁山县为墨子故里”这一说法时，姜教授告诉记者说：

“这件事早就有过争论，大约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我就听有些人说过这些事，但

是国内墨学研究专家中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很少。”

姜宝昌教授告诉记者，对于墨子的故里，学术界早有多种争论，但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山东大学的张知寒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最终论证了墨子

家乡为“小邾国”（即鲁国的附属国之一，现在滕州附近）人。该说法得到了大部分

学者的赞同。“你说的河南的鲁山，我也知道，还曾经去过那里考证过。”姜宝昌教

授回忆说，当时他收到了河南一位学者的邀请前往鲁山，看到了对方的一些证据，但

是却觉得有些靠不住：“我当时就说，如果你们觉得滕州是墨子故乡这个说法站不住

脚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这边的证据还不如我们滕州的（证据）可靠。”

据记者了解，目前墨子故里为“鲁山说”的证据之一是，鲁山现在的某些方言俗

语，与《墨子》中的一些话语有相似之处，而姜教授告诉记者，在历经了数千年的历

史风霜后，很多语言都会有所变化：“如果你现在回到秦朝，回到春秋战国的话，你

会发现那时候人说的话，跟我们现在的话差异非常大，不亚于外语。语言是在不断的

变化的，如果依靠现代的某些语言来论证某个历史人物的故里，这是站不住脚的。”

张知寒：墨子生于“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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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知寒：山东大学教授，墨学研究领军人物

曾有学者称，在整个 20 世纪，作为千年绝学的墨学有过两次复兴：第一次发生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促成这次复兴的核心人物是梁启超和胡适先生；第二次复兴开始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核心人物便是张知寒。

张知寒先生于 1998 年因病故去，但是他对于墨子的考证，却是非常详实的。据张

老生前所留下的学术论文中记载，考证墨子故里的动机，源于他的两位老师：童书业

和王献唐，当时两位老师皆认为，墨子很可能是滕州人。而作为出生在滕州的张知寒

先生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考证。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考证工作一度中

断，直到 1988 年前后，张知寒才重新开始研究墨子故里的问题。

“当时学术界关于墨子故里的说法很多，比如说宋人说、鲁人说或齐人说等等，

虽然说法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说墨子是出生于小邾国。鉴于这一现

象的发现，父亲就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小邾国身上。”据张知寒先生的女儿张幼林女士

介绍说。

小邾国，古又称为郳国，据史料记载，该国国力弱小，因此一度沦为了春秋战国

时期各大诸侯国的附属国，春秋早期和中期，小邾国是宋国的附属国，因此，有人认

为墨子应该是宋国人，这也就有了宋人说；而到了春秋末年，小邾国又被鲁国所取，

于是后来有学者称，墨子应该为鲁国人；到了战国时期，齐国的强大又迫使小邾国的

国君向齐国低头献表，所谓的“齐人说”也因此流传于学界。“虽然历经了多个诸侯

大国的统治，但是小邾国的位置却始终不变，就在滕州附近。”张幼林女士介绍说。

而我国历朝历代的史料中，也皆认可小邾国在滕州附近。经过张知寒多年来的考证，

最终证明了墨子为滕州人，是生于小邾国一个名叫“滥”的地方。而这一说法随后被

他提交到了墨学国际研讨会上，大部分学者也认可了这种说法。任继愈教授甚至还亲

自为滕州提笔写下了“墨子故里”的墨宝。

而对于墨子为鲁阳人的说法，张知寒教授在论文里也有提及。在张幼林女士提供

给记者的有关资料中，张知寒对于鲁阳语言说也有所驳斥：“学术界公认‘语言’是

考订古代史实以及典章文物的“活化石”。春秋战国时期，邹鲁地区语言的语助词为

‘焉、哉、乎、也’，《论语》、《墨子》、《孟子》等书，都是使用以‘焉、哉、

乎、也’作语助词的邹鲁语言写成的，这也是他们三个同为邹鲁人的铁证。”而墨子

时代的河南鲁阳，实为楚国的领地，“当时楚国语言的语助词为‘只、些、兮’三调。”

周立升：滕州说是主流

周立升：山东大学教授，墨子研究学会顾问

对于“鲁豫墨争”这个话题，周立升先生告诉记者说，历史上较早提出墨子是鲁

阳人的，应该是清代的毕沅，他在写《墨子》注释的时候，引用了《吕氏春秋》高诱

之的注， 并参照墨子诸多与鲁阳文君的对话，推定其为鲁阳人，即楚人。但是这种说

法，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判，后来梁启超也曾经驳斥了所谓的楚人说。

“当时我记得梁启超是引用了《墨子·贵义》中的说法来驳斥‘楚人说’的，在

《墨子·贵义》中曾有记载说：‘墨子南游于楚。’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如果墨子

是生于楚国的鲁阳，那么他就不是去游老家，而应该是‘南归于楚’。”周立升告诉

记者说，按照墨子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不会把游与归的含义弄混的。此外对于宋

人说，梁启超也在《墨子学案》中加以驳斥，他引用《墨子·公输》中关于墨子“归

而过宋”的说法，力证墨子也非宋人。

“其实现在的说法很多，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滕州说的。”周立升告诉记

者说。

陈克守：鲁阳说是一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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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墨子研究学会的副会长

那么既然鲁阳说在历史上曾被否定过，为何还会有学者坚持认定墨子是鲁阳人

呢？而且在墨子的著述中，有过不少关于墨子与鲁阳文君的对话。对此，陈克守认为，

鲁阳说实际上是有些学者对于墨子的一种误读。

“事实上如果我们还原一下墨子所在的时代就会发现，墨子与鲁阳文君之间的关

系，就好比是说客与国君的关系。”陈克守告诉记者说，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的楚

国是非常强大的，它一度渴望能够进军中原，称霸天下，因此当时位于楚国边境的宋

国，就成了楚国必须搬开的第一块石头。

“当时的鲁阳实际是楚国的属地，鲁阳文君就相当于楚国边境的最高司令长官，

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是关系到宋国存亡的。”陈克守认为，作为“非攻”的墨子，在

听说鲁阳文君要有军事行动时，必定会去找鲁阳文君“谈谈”：“墨子是反对非正义

的战争的，因此他会设法阻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墨子游说鲁阳文君是肯定的。”

同时，陈克守觉得，墨子不但会游说鲁阳文君，还会设法在鲁阳文君的地盘上传授自

己的学术。“了解‘非攻’的人越多，那么反对鲁阳文君发动战争的人也会越多，所

以我觉得，鲁阳现在有墨子讲学的遗迹并不奇怪，毕竟墨子不能天天跑到鲁阳文君面

前陪着他。”

陈克守说，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学一度进入了“衰亡”的境地，历史上

的学者对于墨学研究的比较少，这也就造成了墨子故里的说法多种多样，“说真的，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还有学者根据墨子比较黑的记载，称墨子是印度人或者是阿拉伯

人呢！只是这种说法没有流传开就被‘枪毙’了。”

张幼林：有些说法很荒谬

张幼林：墨子研究会成员

作为张知寒先生的女儿，张幼林女士自幼也对墨子的种种学说有所涉猎，对于“鲁

阳说”，张幼林女士也有自己的看法。

“早在 2000 年左右，大约是 03 年或者 04 年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河南鲁阳那边

举行的墨子研究会，我也听说了不少人在坚持‘墨子鲁阳说’，记得当时他们那边还

有一个证据，是说鲁阳当地有一个墨隐寺，说是什么墨子隐居的地方。而寺庙往往是

代表佛教的。”张幼林女士告诉记者，她当时就觉得非常荒谬：“墨子生于战国时期，

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佛教吧。佛教传进中国的时候最早也是在汉朝，这怎么可能呢？

唯一的说法是，当时有人为了纪念墨子才修了庙，但不能说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寺庙，

就证明墨子是鲁阳人。”张幼林说，除此之外，听说鲁阳当地还有不少墨子教书的地

方，但是作为考证墨子为鲁阳生人的证据，实在有些牵强附会：“孔子曾经游历各个

国家，也到处讲学，能说他在哪个地方有讲学的地方，那里就是他的出生地吗？”

张幼林认为，墨子是哪里的生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弘扬墨子的精神，弘扬墨学

的精神。“墨子是哪里人不重要，关键是我们怎么可以用好墨子的学说，墨子讲要非

攻兼爱，反对不正义的战争，支持防御战，要老百姓之间相亲相爱，这是墨子的精神。

我们就应该发扬墨子的这种精神，研究墨子就是研究他的学说。他是滕州人还是鲁阳

人无所谓。”

■ 记者观察

墨争？莫争！

曾经在酒桌上听朋友说过一个笑话，说是某位教授穷尽一生心力，最终研究出了

某位唐宋时期的大诗人是饿死的而非病死的。然后就有学生提出疑问说：“那么他饿

死或者是病死，对于咱们研究他有意义吗？”这位教授因此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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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问得确实挺有意思。是的，一位历史名人生于何处、死于何处，似乎并不

重要，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位名人的所作所为，而非他的“户口”所在地。

可惜的是，现在某些所谓的学者专家，往往扮演起了历史户籍警的角色，不专心

研究学问，却抓着别人的出生地不放，实在有些可笑。

在这次采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并非是各位专家对于墨子故里的解释，而是他

们对于“鲁阳说”的宽容，几乎文中每一位采访者在接受完采访后，都会对我说出一

些类似的话：“不要跟鲁阳说做太多的辩论和争辩，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研究墨

学，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发扬光大这种学术精神，而不是用来跟别人争夺墨子出生地的。”

墨子讲究的是非攻和兼爱，简单来说，就是厌恶那些非正义的战争，厌恶那些让

人血流成河饿殍满地的非正义战争，而鼓励人们相亲相爱，减少彼此的矛盾。其实，

墨子的很多说法，至今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诚如张幼林和众多学者所说，研究墨子，

是为了弘扬其学术精神，而非为了研究墨子的出生地。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关于墨

子当年的故事，我们已无可考证，唯一可以考证的，就是墨子留下的书籍。而这些书

籍中，说的最多的是墨子的学术精神，而非墨子的出生地。

墨子生于滕州，或者说生于鲁阳，这一切重要吗？难道说墨子生于鲁阳才会主张

非攻兼爱吗？事实上现在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往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一些芝麻大

小的事上，而忽略了真正的学术。

抢夺名人硝烟四起

炎帝之争：陕西宝鸡 VS 山西高平 VS 湖南会同 VS 湖北随州

尧帝故里之争：山西长子县 VS 临汾

舜帝之争：山西 VS 山东。 老子之争：河南洛阳 VS 安徽涡阳

西施之争：浙江萧山 VS 诸暨

皇甫谧之争：宁夏 VS 甘肃

诸葛亮之争：湖北襄樊 VS 河南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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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