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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协组成专家组考察调研平顶山市鲁山县墨子文化

2012 年 11 月 5日至 7日，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组成由省文联副主席、

省民协主席夏挽群，省民协副主席、秘书长程健君，河南省文化产业发

展研究院院长戴松成，省民协副主席乔台山、高有鹏，中原大地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编审郭孟良等参加的专家组，对平顶山市鲁山县墨子文化进

行考察调研。通过听取鲁山县人民政府汇报、观看影像资料，查阅史料，

实地考察了墨子故居、墨子祠、文殊寺等墨子文化遗迹遗存，同当地民

间艺人、文化工作者及领导交流座谈，对鲁山县墨子文化有了深入的了

解。

鲁山县地处河南中西部、伏牛山东麓，面积 2432 平方公里，人口

86 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自然人文景观奇秀，民俗文化独特。

鲁山古为鲁县、鲁阳，夏代为尧裔孙刘累邑，周初属王畿，春秋时属郑，

后隶楚。西汉时属南阳郡，三国时属魏，晋属南阳国，南北朝属南宋和

北周，后历经荆州，鲁阳郡、鲁州等，唐贞观元年置鲁山县至今。境内

远古化石遗址 5 处，新石器文化遗址 17 处，奴隶制社会至封建社会宋

代以前的古村落遗址 47 处，望城岗冶铁遗址、段店花瓷遗址、唐颜真

卿书元次山碑为国家保护单位。

据历料记载和有关专家考证，鲁山县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



2

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自然科学家、墨子学派创始人墨子的故里，

是生成传延墨子文化的沃土。汉末经学家高诱在《吕氏春秋注》载：“墨

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宋代史学家罗泌在《路名记》中载承

高诱说，释：“鲁，汝之鲁山，非兖地”，清代考据学家毕沱、武亿，以

及现代学者都有论证。

鲁山县相关墨子文化的遗迹遗存丰厚。境内有墨子故里、墨子祠庙、

墨子洞、墨隐寺、墨子城、墨子井、墨莲池、染布坊、茅山道院、穷爷

（墨爷）庙、风筝山、抢子坡、相家沟、墨庙村等历史遗迹遗存十多处。

民间文化厚重，有关墨子出生、宦迹、隐居、归葬以及墨子与鲁班的传

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祭祀与民风民俗丰富鲜

活，充分彰显了墨子文化的厚重。

鲁山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墨子文化的保护弘扬，制定保护开发规

划，创办《尧神》专刊，成立墨子研究学会，平顶山成立了墨子学院，

开展对墨子文化的挖掘、整理与研究、传播，先后出版了《墨子在中原》、

《墨子鲁阳人考论》、《墨子里籍考论》、《墨学与和谐世界》、《墨学与现

代社会》等专著，连续举办三届国际墨子研讨会和墨子文化高层论坛等

学术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发行了“中国思想家墨子纪念邮票”，

摄制了《墨子》、《墨子与墨学》等电影、电视专题片，在市、省和国家

电视台专栏播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考察组专家从历史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多视角地对鲁

山墨子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并就鲁山县申报

“中国墨子文化之乡”形成共识。

——————————————————————————————

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委宣传部、省文

联、省民委、省文化厅、省财政厅领导同志，省抢救工程领导小组、工

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送：各省辖市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领导小组、工作委员会、专家

委员会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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