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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墨子故里首先要搞清“鲁”是国名还是地名。“鲁”

首先是地名。河南省鲁山早于夏朝就称为鲁，尧之裔孙刘

累迁鲁，后改称鲁阳邑。经周初、春秋、战国至秦一直称

鲁阳，汉以后一直称鲁阳县。因此，早于墨子生前，“鲁”

作为地名就已在卜辞中出现。鲁国的出现是由于周王朝实

行分封制造成的。据原山东社科院院长刘蔚华教授考证：

周初，周公长子伯禽代周公首先就封与鲁山地区，称鲁侯。

武王死后，武庚勾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徐淮地区也起

而暴乱，周公东征，成王定之，平定叛乱。为巩固既得地

盘，对伯禽进行二次重封，封地为奄（山东曲阜），封号

仍沿袭为“鲁”，称鲁公，在历史上便留下了两个“鲁”。

但两个鲁有历史的必然联系，是河南之鲁的名称在山东的

历史沿用。

要弄清《史记》中的“鲁”是地名还是国名。有两个

有力的证据。一是《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向楚惠王介绍

墨子时说：“墨子北方贤圣人。”二是《吕氏春秋·爱类》

载墨子见荆王自我介绍说：“臣北方之鄙人也。”南方人，

北方人，是国人习惯用语，特指一国之内的北方与南方。

如不是同一国家的人，会用“鲁”字样，变为“墨子鲁贤

圣人也”，“臣鲁之鄙人也”。用“北方”而不用“鲁”说



明这里是指鲁山而不是鲁国，是指地区而不是国家。

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鲁也应为鲁山而非鲁国。楚

国与鲁国当时并不直接接壤，中间还隔着一个宋国。鲁国

位于楚国的东北。既隔着一个国家又在东北隅，墨子自我

介绍时更不应该自称北方人了。称北方人不仅没有介绍清

楚自己来自何方，而且有蒙混楚君之意，是不诚不敬之举。

此外，《淮南子·修务训》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楚惠王时，

公输般为楚制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得知后，决心制

止这场战争，于是从鲁出发，日夜兼程，脚上磨出了重茧，

也不休息，撕破衣裳缠裹后继续赶路；走了十天十夜到楚

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说服了公输般。江陵在湖北，

从江陵到鲁国都城曲阜按地图之直线计算，也有近 2000

里地，日均 200 里行程是不可能的。据科学测算，一个成

年人每小时步行平均速度为 8 里，24 小时不停地走也只能

是 192 里；如果第一天不停地跑步可以达到 200 里的话，

但坚持 10 个昼夜不休息且保持高速度是任何人也做不到

的。而且也不可能走直线。从鲁山到江陵直线距离为 800

里，每天步行 10 个小时即可到达。而且从鲁山经南阳、

襄阳、荆门到江陵基本上是一条直线。

第三，从墨学与儒学的关系上看，墨子和孔子不可能

同为鲁国人。孔子鲁国人是没有疑义的，孔子的弟子号称

三千，贤士七十二，儒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学派。孔



子学派的一个缺点是不能容忍不同思想观点。孔子生前任

鲁国司寇时，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杀掉了与自己

思想观点不合的少正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固然

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其背后也有董仲舒等儒学弟子

排斥异己的重要因素。墨子生卒年月不详。《史记》说其

或与孔子同时代，或在孔子之后。不论是同时代或在其后，

要在鲁国发展成为能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显学”墨学是不

可能的。原因在于，孔子及其弟子不允许，二者观点不同，

渊源也不同。孔子学说出自周礼，极力鼓吹周礼周乐，墨

子学说出于夏礼，继承简单淳朴的夏礼，而对周礼的繁琐、

铺张浪费持批判态度。一山难容二虎。所以墨子只能是鲁

山人，墨子学说只能在夏王朝的腹地洛阳一带诞生及发

展。

第四，鲁山的生态环境也可以证明墨子的里籍是鲁山

而非鲁国。墨子在《修身》中曾教诲士人君子不要听信谗

言，不要用“批扦（音杆）之声”伤人。墨子为什么用“批

扦之声”比喻伤人的恶言呢？一是因为墨子是鲁山人，鲁

山人方言称竹杆破裂为“批”；二是说明墨子家乡竹子多，

屡次听到这种竹杆破裂的刺耳声，深有所感而发。如果家

乡不产竹子，或经过一次两次竹林，就不会提炼出这么形

象的语言，如山东人就把刺耳之声称为“破锣声”就是明

证。墨子的故乡在鲁山西部，山峦起伏，河水纵横，不仅



有茂密的森林，也有大片竹林，现在还有不少以竹园命名

的村庄。无论是曲阜，还是滕州，都不产竹子，更无以竹

园命名的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