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据家武亿与墨子故里

潘民中

偃师武亿（1745——1799）是清乾嘉考据学大师。考据学大

师多产南方，武亿是其中唯一一位籍贯中原者。

武亿出身于书香世家，少喜读书，十七岁丧父，十九岁逝母，

家境困窘，仍好学不辍，精研经史典籍，对《五经》、《四书》、

《史记》、《资治通鉴》等都能背诵不误。三十五岁考中进士，出

任山东博山县知县，为政勤谨，案无积牍，廉洁奉公，有口皆碑。

某一盛夏之夜，电闪雷鸣，武亿正在书房诵读，一在押犯人的亲

属突然潜入，捧上白银两千两，求他法外施恩。武亿正色拒贿，

说：“你没听见雷声隆隆吗？我怕遭雷击耶！”武亿身材魁梧，力

大无比，任博山知县的第二年，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以缉拿反贼

为名密遣番役杜成德、曹君锡带人到山东骚扰。杜、曹在博山境

内狐假虎威，劫掠嫖赌，横行不法。百姓告到县衙，武亿亲率衙

役前往收捕，杜成德持械抗拒，衙役束手无策。武亿见状，上前

一拳就把杜成德击倒在地，押回县衙。杜成德逞强不服，立而不

跪，愤然将腰牌（证件）掷于大堂之上，肆意咆哮：“我等奉和

大人之命，缉拿要犯，你是什么官，敢问我们的事？”武亿令衙

役将杜成德掀翻，连击数杖，质问：“你这牌上只开列两人名姓，

其他几人是干什么的？牌上明言，所到之处，报告地方官协助缉

捕，你等来博山三日不拜见本官，是何道理？”杜成德被问得张



口结舌，只得叩头认罪。山东巡抚吉庆为讨好和珅，奏免武亿博

山知县一职，改任东昌启文书院山长。博山百姓听说武知县被免

职，扶老携幼数千人直奔巡抚衙门请愿，齐呼“留我好官”。不

久，武亿的好友秀水王复出任偃师知县，武亿返归故里，与王复

商榷政事，考校典籍，著有《经读考异义证》、《校定五经异义》、

《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偃师金石记》等传世。

战国时代，与儒学并称显学的墨学，因不为秦汉统治者所喜，经

“焚书”和“罢黜百家”两场文化劫难而中绝。两千年后，连墨

子是何方人士也成了一桩疑案。清乾嘉年间朴学大盛，学者纷纷

投身古籍整理之中，考据学大家毕沅率先留心于《墨子》整理工

作，历数年之功，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撰成《墨子注》一书。

毕沅在《墨子注序》中对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大览》所称

“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篇，以墨道闻也”加以探讨，

认为“墨子，名翟，鲁人也”之“鲁”为楚国鲁阳邑，而不是都

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提出“墨子是楚国鲁阳人”的著名论断。若

干年后，武亿得阅毕沅《墨子注》，对毕沅认定墨子故里在春秋

战国时期楚国鲁阳邑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观点很是赞成，挥笔撰

写《跋墨子》一篇于《墨子注》后，进一步论证道：“《汉书·艺

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

而不著其地。惟《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

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

其例也。盖墨子居于鲁阳，尝为文子之臣。墨翟在鲁，眷然知乡



邦之重。”

乾隆六十年（1795）冬，武亿应鲁山知县董作栋之邀，至鲁

山主纂《鲁山县志》。武亿学高德纯，对方志编纂很有造诣，与

童钰合作纂修的《偃师县志》，被方志学界奉为圭臬。董作栋正

是慕其“好古多闻”而礼聘至鲁的。武亿之所以摈弃众务应邀来

鲁，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乘修纂《鲁山县志》的机会，实地考

察鲁山形胜人文，为坚信鲁山为墨子故里充实材料。武亿在鲁山

详细考察了有关墨子的遗迹，广泛搜集民间有关墨子的口碑材

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墨子为鲁阳人更加深信不疑。经过审慎思

考，在所修《鲁山县志》卷十六《艺文志》中著录了《墨子》一

书，及历代录载《墨子》的文献学专著二十四种，并放在卷首；

在卷二十二《集传》中又首列有关墨子行事的资料。这样，经武

亿修定的清嘉庆《鲁山县志》就成了全国众多古方志中唯一一部

为墨子立传并著录《墨子》一书的县志。

武亿是经实地考察论定墨子故里在鲁山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