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成智资料

郭成智，男，汉族，生于 1935年。幼名秀山，学名成智，字敬先，号鲁阳痴叟，笔名

郑谔、野夫、爱畅等，斋号拙夫园。大学毕业，平顶山市建档名人。学者、作家、诗人，“中

国墨子里籍研究第一人”。幼承庭训，习读儒家启蒙读物，1942年因家乡沦陷无学就读，随

入私塾。11岁读完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及部分《诗经》。抗战胜利后

入新学。1955年考入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军械技术工程学院（校址原在北京），后入长

沙政治学院学哲学。曾任技师、指导员、干事、股长、科长、编辑、记者、中学教师、党校

哲学、政治经济学讲师和县地方史志总编室编辑、副主编、副编审及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墨子

研究中心研究员和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及省和国家多家协会、学会、研究会理事

等。有新编《鲁山县志》（1994年版，合编），史学专著《墨子鲁阳人考论》，散文集《美丽

的孤独》，长篇小说《灵魂的躁动》，家庭教育著作《教子成龙金书》，31集电视连续剧《墨

子》，22集电视连续剧《良心》以及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及儒学、方志学、姓氏学等

方面的文论和诗词等，总计约 300万字。参加全国各地各种学术会议 30余次。

《墨子鲁阳人考论》是中国墨子里籍研究第一部专著，获平顶山市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和河南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及国际金奖，并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制成电子书存入中国图书馆

电子图书馆中。该书提出 17个方面，100多条证据，证明墨子是楚国鲁阳人，即今河南省

鲁山县人。为中国 2400多年的历史悬案做出了认证。从而被誉为“中国墨子里籍研究第一

人”和“为墨子安家的人”。1988年入编《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1998年入编

《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2006年入编《中华文艺家大辞典》、《世界文学艺术家大辞典》（华

人卷）和《中国当代著名诗词艺术家列传》。2010年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部分散文

入选《中国当代散文大观》和《中国当代散文精选》等。部分诗词选入《中国当代诗词艺术

家列传》和《中华精品诗词百佳珍藏》等。2013年 1月 24日，其墨子是河南鲁山人的研究

成果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所肯定，并命名授牌鲁山县为“中国墨子文化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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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命之火永远燃烧

——记“中国墨子里籍研究第一人”郭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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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成智，生于 1935 年，幼读儒家启蒙读物和四书，后读新学，1958 年毕业于今中

国人民解放军今石家庄军械技术工程学院高射炮兵武器系。（该校原在北京）后入长沙政治

学院和长春电影文学刊授学院学哲学和影视文学创作。转业后曾为党校哲学讲师，鲁山县

地方史志总编室副主编、副编审和县侨联副主席。系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墨子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史志协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墨

子学会理事，中国鲁山墨子研究中心主任等。

郭成智参加工作以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转业后仍是兢兢业业，苦心钻研

业务，多次被河南省和平顶山市评为先进工作者。1987年，他从党校哲学教学岗位上调入

鲁山地方史志总编室。为了适应新的工作，开始研读各类志书。在阅读清代嘉庆年间修的

《鲁山县志》时，发现人物卷中记墨子为鲁山人。他当时吃了一惊。因为长期以来史学界

一直说墨子是鲁国（山东曲阜一带）人或宋国（河南商丘一带）人，墨子到底是哪里人，

不仅是一个重大史学问题，也是修志工作的大事。墨子是世界级的伟大人物，不仅是伟大

的思想家，且又是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军事学家和科

学家。生前即被尊为圣人。后代又尊他为“平民圣人”、“科学圣人”和“唯物始祖”。他的

逻辑理论是世界古代三大逻辑体系之一。他的《墨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经典。因而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向奎教授称：“一部《墨经》等于一个希腊”。毛泽东说：“墨子是一个劳

动者，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郭成智认为，如果墨子是鲁山人，不仅可以解开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桩历史迷案，且

对挖掘鲁山地区的历史文化、提高鲁山知名度、推动鲁山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此，

他决心把墨子里籍弄清楚。然而，当他调查研究墨子里籍时，发现墨子里籍不仅有鲁国人

说、宋国人说和鲁阳人说（即楚国说），还有齐国人说、印度人说、阿拉伯人说以及后来的

小邾国人说（即山东滕州说）。郭成智一下子懵了。于是他只好到处奔波，找历史学家们讨

教。然而那些治学严谨的学者们却告诉他：“墨子距今已经 2400 多年了，连大历史学家司

马迁都没说清楚他是哪儿人，谁还能说得清？”有人还好心地提醒他：“这早已是个学术禁



区，不要再浪费精力了。”他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心想几千年来，那么多历史学家都解决不

了的问题，自己一个玩高射炮出身的大兵，哪里具备完成这一史学课题的基本功力？但郭

成智是一个极为认真而富于追求的人，当他想到史志工作者要“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

史之略，叙史之无”的责任时，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其实，考证墨子里籍还不仅仅是个基本功的问题，还需要时间、资料、经费和精力。

当时修志任务繁重，没有时间。财力不足，没有经费，他又患有严重的颈椎病、肩周炎，

精力难支。就是这样，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和节假日，怀里揣着每月不足百元的几个工资，

坐硬坐车，住廉价小旅店，啃大饼，喝大碗茶。强撑着有病的身体，单枪匹马地走开封，

跑商丘，上北京。齐鲁大地，宋楚古邑。古寺庙、古遗址、古村落、古洞穴、荒山野岭、

农家小院……，就这样他走了三万多公里，跑了全国 40 多家图书馆，拜学者百人，访群众

无数，查文献 300 多种，而终于闯进了这一学术禁区。连续撰发了《墨翟故里考辩》、《墨

子本来就是鲁阳人——与张知寒、徐治邦先生商榷》、《再论墨子是河南鲁山人——答张知

寒和徐治邦先生》、《墨子姓氏、先祖考略》、《墨子年代考述》、《〈墨子〉中的鲁山地区方

言》……这些论文连续发表以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此后一些学者也逐渐参加了这

项研究，支持他的观点。墨子是鲁山人这一结论很快传遍了全国和世界各地。日本秋田大

学教授吉永慎二郎先生专程来鲁山拜会他；美国孔孟学会主席、南加州大学东方语言系华

裔学者铁鸿业教授也向他写来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唐嘉鸿教授相邀

他为研究生讲课；河南省社科院也开始酝酿成立河南省墨子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

大学也准备在鲁山召开墨子学术讨论会；时任平顶山市市长的王全书同志，亲自批示鲁山

县委、县政府领导，加强鲁山墨子研究。河南人民政府还在 1993 年 4 月 10 日，以河南省

“政府工作快报”（151 号）通报向全省各厅局和地市级领导机关通报了他的研究成果。但

就在这个时候，郭成智退休了。

郭成智的退休引起不少人的担心，怕墨子研究会停顿下来。然而退了休的他并没有

休息，而是奋发地开始了更加广泛深入的认真研究和新的创作活动。他认为，退休只是解



除了原有的岗位职责，而对他的研究却是个大好契机，可以由业余转为“专业”了。于是

他就像是着了魔一样，除了外出开会和走访调查、查阅文献，就是没日没夜躲在屋里写呀、

读呀，连清早晌午都忘了。每次吃饭，老伴都要朝楼上喊：“郭小姐，下绣楼吃饭啦!”而

他不是听不见，就是不理不睬。有时还不耐烦地反问：“怎么又吃饭了？”老伴怪他说：“你

是铁打的，不知道饿？”没想到他却说：“这世上就属吃饭没意思！”老伴问他为啥没意思，

他只说两个字：“麻烦！”

郭成智颈椎病和肩周炎一直治不好，后来干脆不治了。有段时间右腿膝关节又疼起

来，有时连路都走不成，而医生开的药却常常忘记吃，儿子给他买的滋补品他也不用。而

是强忍着，疼很了，就在屋内咬着牙，狠命地甩胳膊、扭腰、踢腿地弄一通，却又疼得泪

直流。家人不理解，以为他发神经。他却说：“对病也不能娇着它、怕它，我这是对抗疗法。”

问他买的滋补品为什么也不吃时，他说：“滋补品也许对身体有一点保健作用，但人不能消

极保命。人是一团火，活着就要燃烧、发光、发热。要燃烧、发光、发热就要思想、追求、

创造。如果这一切停止了，人也就死了。即便能吃、能喝、能睡，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了。郭成智曾写过两篇叫《生命的奥秘》和《皇帝的年寿》的文章。以两汉 29 个皇帝，平

均寿命只有 33岁，说明生命不在于享乐，而在于追求和创造的道理。他认为，燃烧、发热、

发光是生命的存在形式。光和热不在于大小，而在于一种良好心境和永不止息的追求精神。

由于他永不止息的追求，退休后的 1999年，他出版了 20 多万字的专著《墨子鲁阳

人考论》，后又写成了 31 集电视连续剧《墨子》、22 集电视连续剧《良心》和 20 多万字的

家庭教育读物《教子成龙金书》。2003 年又出版了 20多万字的散文集《美丽的孤独》。除此，

还有关于历史学、社会学、方志学、姓氏学、哲学以及其它文论 80 余篇和诗词 200 多首。

《墨子鲁阳人考论》获得平顶山市和河南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9年在美国爱因斯坦

发明博览中心、香港科学院国际荣誉评选委员会、香港国际新产品博览中心联合主办的第

三届爱因斯坦世界发明博览会上，经（GC）国际荣誉联合评选委员会（U·S·A）和（WEC）

欧共体国际荣誉联合评选委员会联合评审，荣获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国际金奖。为此，



中国地方志把这件事列为中国地方志系统 1999 年十件大事之一。郭成智也以“中国墨子墨

籍研究第一人”和“为墨子安家的人”被列入《世界名人录》和《中国专家大辞典》。2000

年，平顶山市档案局，也把郭成智列入平顶山市名人档案之中，并收存了他的部分手稿。

除此，郭成智创作的散文也被选入《中华散文大观》和《当代散文精选》。他的诗词选入了

《中华文艺家大辞典》，《中国当代著名诗词艺术家列传》，《国际知名文艺家大辞典》，《世

界文学艺术家大辞典华人卷》，并被国际中华文化艺术协会授予“优秀中华文艺家”和“杰

出荣誉功勋会员”称号。

郭成智今年已度过了 70 华诞，成了古稀老人。但他仍忙忙碌碌，到处奔波，出席各

种会议和社会活动，思考着一个个创作计划，怀揣着一个个梦想。生活一有闲暇，还去爬

山野游，寻幽探胜。早晚常去舞厅跳舞，到运动场练剑、练拳。觉着健康状况反而比前些

年又好了。去年十二月，他去北京国际饭店参加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些年轻的学者称

他为郭老和郭老先生。他哈哈大笑说：“非常感谢您的敬重。但在众多朋友面前，在下不敢

称老。如果鲁山再开墨子会议，咱们还一起去爬石人山！”平时不少同龄朋友也说他很潇洒，

越活越年轻了。他却说：“不是什么潇洒，而是只顾往前走，而忘掉了自己是谁，也把自己

的年龄给忘记了。”

鲁山县委老干部局办公室

（这个材料大约是 5 年以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