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鲁探秘

——兼论墨子里籍问题

马世之

鲁国名称的由来，大约同鲁山有关。鲁山在今河南鲁山

县境，《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河南南阳府鲁山县：“鲁

山在县东北十八里，山高耸，迥出群山，为一邑巨镇，县以

此名，一名露山。”因鲁讹音为露，故而也称露山。鲁人在

此建国，由来已久，为同山东曲阜之鲁相区别，史家又称鲁

山之鲁为“西鲁”，曲阜之鲁为“东鲁”。由于年代久远，曲

阜之“鲁”声名远播，而鲁山之“鲁”则鲜为人知了。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文王之子周公旦，曾随同

武王伐纣灭商，并铺佐成王东征践奄，在铸造周王朝过程中

立下了丰功伟绩，被封于鲁，周公因为忙于国事政务，无法

亲自就任，就使其子伯禽代替自己往鲁地行使职权，史称“鲁

侯”或“鲁公”。

武王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

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

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

成王摄行政当国。……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

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

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

关于上述这一段记载，后世史家多认为属于太史公之讹

误。李白凤《东夷杂考》指出：“‘伯禽封鲁’古籍上说在武

王伐纣以后是不对的，当时周人势力尚未达到东方，而且《禽

鼎》和《禽簋》可以证明伯禽还任王朝太祝之官，就是成王

东征践奄时，他还亲率大军充当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只有成

王四年践奄以后才有封于鲁地的可能。”
（1）

唐兰《西周青铜器

铭文分代史徵》也说：“成王还没有践奄，如何能封周公于

鲁。”
（2）

司马迁疏忽之处，在于把始封之“鲁”错误地定位于

曲阜。李、唐二氏虽然指出史迁之误，却不知曲阜之外还有

一个较之时代更早的鲁国，此即河南鲁山地区的“西鲁”。

众所周知，今山东海岱地区古为东夷文化圈，直至西周

以前，曲阜一带属奄国的版图。《左传·定公四年》：“因商

奄之民，命以伯禽。”《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

于鲁淹中。”颜师古注引苏林曰：“里名也。”《汉书·楚元王

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惧受诗于浮丘伯。”

颜师古注引服虔日：“白生，鲁国奄里人。”《续汉书·郡国

志》注引《皇览》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内祥舍中。民传言

鲁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也。”《说文》：䣍，周公所诛䣍国，

在鲁。”《后汉书·郡国志》：“鲁国，奄国。《括地志》：“兖

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续山东考古录》卷十八，

曲阜县：“服虔曰：商奄，鲁地。《皇览》云：奄国在鲁城内。……



《纪要》：奄在县东二里，仍在古城内也。”淹、兖、奄，古

今宇。表明曲阜古代称奄，一般学者大都认为是奄都所在。

曲阜称鲁，是成王践奄以后的事，不过，根据文献记载，成

王东征以前，在河南鲁山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鲁国，其历史

十分悠久。

鲁山之“鲁”，起源甚早。于省吾谓鲁字“从鱼从口，

口为器形，本像鱼在器皿之中。《说文》讹为从白”。
（3）

叶玉

森亦说：“疑♉像盘皿，盖盛鱼之器”。
（4）

鲁字下部金文多

从♉，这不是口字，而是器物之象形文，与皿同意。表示置

鱼于器皿之中。河南鲁山县地处伏牛山与外方山脉连绵交错

的盆地间，历经沧桑，积水成湖，鱼类甚多，民赖以为生。

因为“鲁”字颇能反映当时该地区远古人类的经济状况和生

活特征。

鲁山一带在夏代即已称鲁，所史上著名的扰龙专家刘累

曾经迁居于此。《史记·夏本记》载：“天降二龙，有雌雄,

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

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

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左传·昭公

二十九年》有内容相同的记述，并进一步指出刘累所迁之地

即鲁：“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

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代既衰，其

后有刘累，学拢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



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

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杜预注：“鲁县，

今鲁阳也。”县是后人追称的衍政区域名，在战国以前叫鲁

阳，因在鲁山之南而得名。夏代末年，夏桀曾徙于此。《逸

周书·殷祝解》：“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

这里提到的鲁，显然在夏桀的统治地域内，又临近商汤控制

的地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的话说：“夏桀之居，

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夏王朝的腹

心地带大约在今河南洛阳，巩县一带。商汤的统治区域在其

东部的商丘一代。商汤自东向西争夺中原，鸣条（今河南封

丘）一战，夏桀溃败，仓皇南逃，今河南鲁山地区是其必经

之地。“这样可以从上游较容易地跨过颍水，汝水、淮水向

淮南、巢湖一带转移。但是大势已去鲁士民都投奔到商汤那

里去了。夏桀最后死于南巢。从这历史过程可以推知《殷祝

解》中说的鲁地，极可能是鲁山地区。”
（5）

在商代甲骨卜辞中，也多次提到鲁：

鲁受年（《续 5 ·6·10》）

乙巳卜，吉殳，贞，吉殳黍田年鲁，乙保黍年，已弗保

黍年？（《乙》777·1）

鲁不其女力一舍子不其女力。（《甲》3000）

帚姘鲁于黍年。(《续)4·25·2）

壬午卜，鲁嘉，鲁不其嘉？鲁不其嘉，鲁嘉允嘉廷死。



（《乙》3000）

鲁士民投奔商汤不久，夏朝灭亡。商王朝在建立过程中，

受

到鲁人的支持，因而商、鲁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商王

关心

鲁的农业生产，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姻娅关系，商王娶鲁女为

妇。卜辞中提到的鲁，也绝非山东曲阜，而是指河南鲁山地

区。鲁山

一带大约在夏商时期就存在一个叫做“鲁”的著名方国，周

灭商

后，将周公旦及其子伯禽封于此地，鲁便成了姬姓诸侯国家。

鲁山之鲁在先，为“西鲁”；曲阜之鲁居后，为东鲁。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近人吴稚晖《说文溯源》认为，伯禽

封鲁地是河南省鲁山县。齐思和《西周地理考》指出：“鲁

阳以鲁山而得名，其地今谓之鲁山县。……则鲁之得名，盖

由伯禽东征后又封于此，至于曲阜之鲁，则至灭奄后而始封

矣。”
（6）

刘蔚华《墨子是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

也说：“周武王灭商后，曾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大的分封，伯

禽代周公首先就封于鲁山地区，称鲁侯。武王死后，武庚勾

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徐戎淮夷也起而暴乱，经过周公东

征、成王践奄，才平定了叛乱。……周公东征后，把商奄改

称为鲁，实是初封于鲁山在名称上的沿用。”
（7）
《诗·鲁阎官》



中曾记述伯禽两次受封之事：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铺；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天锡公

纯嘏，眉寿保鲁。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徂徕之松，

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

诗中提到“伸侯于鲁”。指的是伯禽代周公初封于鲁山，

为“鲁侯”；“乃命鲁公”，指的是成王再封伯禽于曲阜，为

“鲁公”。“居常与许”中的“常”即南常，在今山东省微山

湖东；许，距今河南鲁山不远。徂徕山在泰山近侧，属东鲁；

新甫（吕）山在鲁山地区，属西鲁。史诗反复把西鲁与东鲁

联系起来，反应了历史的实际，说明鲁山地区确实为伯禽始

封之地。

西鲁的统治地域，在今河南鲁山至许昌一带。《左转·隐

公八年》：“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

田。”杜预注：“近许之田。”《正义》谓“近于王城”，又说

“近郑”。《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伐鲁、葛及安陵。”《正

义》引《括地志》云：“故鲁城在许昌县南四十里，本鲁朝

宿邑。”从许田的位置来看在鲁山之东，二者相距不远，这

同《闷宫》中提及伯禽曾经居“许”的说法是一致的。

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载，鲁曾建都于

河南鲁山，疆域在河南省中部。
（8）

指的是西周初期，姬姓鲁

国在鲁山一带立国约 20 余年之久。鲁山在今河南鲁山县东 9



公里，据《水经·汝水注》载，鲁山附近的汝水有周公渡，

汝水上游有鲁公水、鲁公陂等，以“周公”和“鲁公”命名

的渡口及水、陂等，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伯禽代周公就国于鲁

山的史影。鲁国东迁后，其地分别归应、许二国所有，后并

人楚之版图，西部地域，被称为鲁阳。《水经·淯水注》：“其

水南流，迳鲁阳关，左右连山插汉，秀水千云，是以张景阳

诗云：朝登鲁阳关，峡路峭且深。”汉于此置鲁县，北周改

称鲁山县，又置鲁州，北魏则为鲁阳郡。这些县、州、郡名

的由来，均同西鲁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鲁山地灵人杰，不仅是西周封国西鲁所在，又是墨子、

鲁班、张宗、郑众、樊英、延笃、元结、牛皋、袁恺、李渡、

潘业、张宗泰等人的故里。在鲁山籍先贤中，影响最大的莫

过于墨子。墨子姓墨名翟，是春秋战国之际的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和自然科学家，墨家

学派的创始人。墨学与孔子创造的儒学齐名，并称显学，成

为中国学术源头上耸峙着的高峰之一。墨子被中西学术界称

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科学之圣”。其著作《墨经》被

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关于墨子的里籍问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云：“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在孔子时，

或日在其后。”只言墨子为“宋之大夫”，并未载其里籍。东

晋葛洪著《抱扑子》、《神仙传》则谓“墨子者名翟，宋人也，



仕宋为大夫。”是由“宋之大夫”引申而为“宋人”。“宋人

说”证据不足，难以使人置信。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慎

大览》时，提出“鲁人说”，谓“墨子名翟，鲁人也”。清代

学者毕沅、武亿均认为“鲁”即“鲁阳”。毕沅《墨子注叙》

称：“高诱注《吕氏春秋》以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

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右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楚四境，

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武亿《跋墨子》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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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史·国名纪》亦云：“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地。”以为鲁当

是鲁山之西鲁。

清末学者孙诒让在《墨子传略》中，虽然指出：“似当

以鲁人为是。”但又说：“毕沅、武亿以鲁为鲁阳，则是楚邑。

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

王曰：‘墨子，北方贤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

以为此鲁当是曲阜之东鲁。

曲阜所在之东鲁，是儒学的渊源地。墨子生活在春秋战

国之交，去孔子未远，提出一套否定儒学的观点，这些主张

在曲阜是绝对行不通的。相反，在远离曲阜的鲁山，他的学

说倒是可以得到发扬光大。据实地考察，鲁山县境不仅有许

多关于墨子的传说，而且仍保留着墨子的遗址或遗迹。如二

郎庙乡竹园村有墨子故居；二郎庙街西头路南旧有墨子祠和



“墨子故里”碑；上汤亦有墨子祠；赵村乡红佛寺有墨子洞；

中汤有墨子坑布崖；瀼河乡黑石头玺有墨子聚徒学艺“茅山

道院”；熊背乡宝山村大石垛山上有墨子庙；熊背乡黑隐寺

东侧山坡上有墨子洞，附近有墨子墓；瀼河乡平高城西的风

筝山上有墨子放鸢塔。 ……类似的传说和遗迹在曲阜和商

丘均找不到。由此可知，墨子既不是商丘之宋人，也不是曲

阜之鲁人，而是河南鲁山县人。鲁山古为西鲁故地，墨子之

世“西鲁”不复存在，鲁山成为楚国鲁阳文子的封邑，虽名

“鲁阳”，但人们仍然习惯于把它称为“鲁”。因而墨子是鲁

阳人，也可以说是西鲁人。此鲁与滕州曲阜之鲁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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