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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之谜

墨家学说曾有近2000年的中断，中间
隐藏着什么样的谜团？

不同的名人论述，呈现了墨子的不同
侧面。

就其生活的年代，清代著名学者孙诒
让说：“墨子之生盖后于七十子，身丁战国
之初。”七十子，指孔子弟子中才德出众者
的七十人，或作七十二人。大意是说，墨子
生于战国之初，比孔子的弟子出生略晚。

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
简史》中说，“墨子创立的学派名为墨家。在
古代，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学的
影响也不亚于孔学。”

行走在墨子故里滕州，中国墨子学会
的专家们查阅了许多资料，发现在诸子百
家中，孔子、孟子、荀子这些大家都有传记，
恰恰是像墨子这样的科圣没有传记，在《史
记》中也仅有寥寥的24个字———“盖墨翟，
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
或曰在其后。”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西汉时期找不
到关于墨家的更多资料，说明墨家在西汉
时期就已中断。墨学重新为人认识，已经到
了明末清初，当时学者们对诸子百家进行
详尽注释和重新考证，然而让人没有想到
的是，道家人在整理典籍《道藏》时，竟然发
现里面收藏了中断两千余年之久的墨家学
说，墨家学说的内容也已经从71篇缩减到
了53篇。墨家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学界有诸
多猜想和推测。

其一，墨家的《墨经》由于科技方面的
内容比较深奥，文字艰涩难懂，一度被认为
是中国历史上最难懂的著作之一，因此墨
家在科技方面的优势，在两千多年前并没
有体现出来，成不了主流的学说，只能一度
尘封在历史当中。简言之，墨家科技方面的
学说过于超前了。

其二，墨家在很多地方和儒家针锋相
对，儒家成为正统思想后，墨家遭到封杀，
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导致墨家中断的另一
个原因。

其三，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始终坚
定地站在弱者一边，体现了一种侠义精神，
在这种侠义精神的支撑下，墨家成为战国
时期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相传在对抗秦
国兼并六国的过程中，耗尽了元气，人员死

伤大半。
其四，也是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

墨学中断是因为墨家遭遇了韩非子为代表
的法家的攻击。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以侠义为己任的墨家遭到压
制。法家的崛起，加速了墨家的消亡。在汉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墨家只能沦
落民间。

从明末清初墨家学说被从《道藏》中发
现，到清朝末年再被重视，沉睡了2000年的
墨家学说，得以重见天日。过去的一百多年
间，墨家研究成果不断增多。

从1990年开始，墨子研究再次复兴，滕
州市墨子研究中心不仅举办祭墨大典和相
关的研讨会，并收集出版了一套100册的

《墨子大全》，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博大精
深的墨学。一个曾经被历史淹没的名字，逐
渐响亮起来。

■墨翟是谁

墨子出生在哪里？生卒年代在什么时
候？墨子姓墨吗？

一代又一代墨学研究学者的研究成
果，为我们逐渐清晰地勾勒出墨子的画像：
墨子，名翟，其生卒年代史无记载，据专家
考证，约生于公元前480年，卒于公元前390
年，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
家、社会活动家。

1999年，任继愈先生为滕州题词：“墨
子故里”，著名史学家杨向奎为滕州题词：

“墨子诞生地”，充分肯定了墨子的里籍就
是滕州。

在此之前，关于墨子的里籍，史书并无
记载，清代以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包
括鲁国、宋国、齐国等，研究墨学的专家学
者孙诒让、梁启超、章太炎、鲁迅、郭沫若、
范文澜、顾颉刚等，均认为墨子是鲁国人。
山东大学教授、著名墨学研究专家张知寒
对墨子里籍的各种说法进行了认真研究，
并深入调查，考证确认“墨子的里籍应该在
古代鲁之小邾国，即今天山东省滕州市境
内”，其观点得到学界认可。

墨子姓墨吗？这个话题也有多种说法，
比如钱穆就曾说，这是人们给墨子起的绰
号，因为墨子勤勤恳恳，拼命地干活，晒得
又黑，大家就给他起名墨，叫墨子。

墨子之所以称为墨子，史学家顾颉刚
《禅让传说超于墨家》中的说法获得学界广
泛认可，“近人以墨姓多不见，对于墨子的
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猜测。我们认为，墨确

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个真姓氏上，可知
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

目夷，宋襄公庶兄，大约出生于公元前
680年，比墨子出生早200年，墨子为目夷七
世孙，目夷为微子第十七世孙，微子为商汤
第十七世孙。著名史学家童书业也说：“墨
子实为目夷子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
也。”

被认为是墨子出生地的落风山，位于
今滕州市境内，其山曲折连绵，林木葱郁，
柏松如海，气象万千。据滕州民间传说，墨
子母亲临产之际，梦见一只美丽的凤凰飞
入屋内，光辉耀目。墨母于是根据凤凰的别
名给新生儿起名为“翟”。悠悠两千年过去，
现在滕州还流传着落风山、目夷亭、墨子
桥、墨子井的传说。

小邾国原为宋国的附庸，春秋末年合
并于鲁国，战国初期又为齐国占领。当墨子
出生时，小邾国的“滥”已属鲁国，说墨子是
鲁国人当然可以；又因墨子先人是宋国人，
说他是宋国人也无不可；后因小邾为齐占
有，所以也可以说墨子是齐国人。总之，不
论说他是哪里人，其具体地望都应在小邾
国的“滥邑”，即今日滕州市境内，而且墨是
他的真实姓氏。

■兼爱非攻

墨子用他一生的奔波和思考，为我们
留下了至今仍闪耀着光辉的经卷《墨子》，
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军事学、逻辑学等
诸多领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墨子
思想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兼爱、非攻、尚
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
鬼等十个方面。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墨子
代表性的观点。所谓“兼爱”就是“远施周
遍”的爱，即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亲疏地爱
一切人。

“兼爱”不是停留在学说里的思想，墨
子不仅倡导“兼爱”，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践
这一主张，努力做到“有力以助人，有财以
分人，有道以教人”，尽力做有益于人民的
事情，体现了墨子的崇高理想。著名社会学
家费孝通认为，“当今世界纷乱不息，重温
墨子的‘兼爱’与‘非攻’之说，实有现实意
义。”

即使是孟子这样在许多方面对墨子持
批评观点的哲人，也对墨子的“兼爱”思想
非常佩服。孟子曾说，“墨子兼爱，摩顶放
踵，利天下而为之。”墨子讲兼爱天下人，所
以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只要是为天下人谋
福利，他自己摩顶放踵，也在所不惜。

墨子的“兼爱”不是不爱自己，他说，
“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是说，既爱自己，也
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礼。他说，“爱人
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意思是说，爱别人
并不是不爱自己，自己也在所爱之中。他
说，“爱人非我誉也，其类在逆途。”意思是
说，爱人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就像相遇的人
一样，应该谦让。

墨子“兼爱”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阻
止“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墨
子·天志中》)的暴虐行径，使穷困人民和弱
小的诸侯国家能够摆脱灭亡的厄运。所以，
兼爱与非攻是一体两面，用学者鲍鹏山的
话说，墨子的兼爱有个前提——— 消极的兼

爱就是不损害别人，积极的兼爱就是帮助
别人。从消极的角度讲，兼爱体现的也是非
攻。

2006年11月，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墨
攻》上映，影片讲述了战国时期十万赵国军
队攻打梁城，墨者革离孤身救城的故事，体
现了墨家的另一个主张——— 非攻。

为了帮助弱小的国家抵抗侵略，制止
一切不正义的战争，墨家有一套非常完整
的守城工具。翻看《墨子》，其中十一篇谈到
了军事，所以《墨子》也是一部兵书，并且墨
子学派有军事团体的性质，而且不是一般
的军事团体，都是特种兵。但是《墨子》十一
篇涉及军事的文章，全部是谈如何防守，并
没有一篇是谈如何进攻。所以说，墨子及其
军事团体首先是坚决反对战争的，其次，墨
子反对战争不只是靠说，他有能力制止战
争，他有特种兵部队，有精良的守城器械。

《墨子·公输盘》有一篇“止楚伐宋”的故事，
比较生动地展现了墨子的这种特点。

《墨子·公输盘》里说，“公输盘为楚造
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
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意思
是说，鲁班替楚国造了攻城的器械——— 云
梯，打算用来进攻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
息，走了十天十夜赶到了楚国的都城郢，见
到了鲁班。郢在今湖北江陵，从今天的滕州
到江陵，直线距离也有八九百公里，墨子十
天十夜急行军走这么远去止战，可谓克服
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困难。

鲁班见到墨子，就问道：“先生这么远
来有什么见教？”

“北方有人侮辱了我，”墨子说，“我想
托先生你去杀掉他。”

鲁班闻之不高兴了。
“我送你十两黄金。”墨子接着说。
“我是不会杀人的。”鲁班说。
至此，墨子通过设置一个“请托杀人”

的议题，让鲁班明确了态度。听说鲁班不会
受人之托杀人，墨子很感动地直起身来，

“我听说你制造了云梯，并且要拿着这个云
梯去攻打宋国，那请问宋国有什么罪？楚国
土地很多但人口不足，但是你们却要去攻
打弱小的宋国，这可不是明智的做法；宋国
没有罪你们却要去攻打它，这不是仁慈之
举。你知道这个道理，却不去力争说服君
王，这可不能算是对君王的忠心。如果你们
打输了，更说明你们不够强大。你口头说不
杀人，却要跟随楚王去杀宋国更多的百姓，
你的道义是不杀少而杀多吗？那么请问你
的道义是什么？”

鲁班被墨子说得哑口无言，答应不参
与攻打宋国，然后，墨子又去说服楚王。墨
子与鲁班演习攻守战阵，鲁班失败了，他
说：“我知道有什么法子赢你，但是我不
说。”“我知道你用什么法子赢我，但是我也
不说。”墨子说。

楚王问他们说的什么，墨子说：“公输
子的意思，不过是想杀掉我，以为杀掉我，
宋国就没人能守，就可以攻了。可是我的学
生禽滑离等300人，已经拿了我的守御器械
在宋国城上，等着楚国的敌人。你们就是杀
掉我，也还是攻不下的。”

楚王听了大惊失色，迫不得已地说：
“我决定不去攻打宋国了。”

于是，一场一触即发的非正义的战争，
在墨子的努力劝说下，被制止了。

■科学巨擘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说，
《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
《大取》、《小取》六篇，从鲁胜以后，
几乎无人研究。到了近几十年之中，
有些人懂得几何算学了，方才知道那
几篇里有几何算学光学力学的道理。
到了今日，这两千年没人过问的书，
竟成了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奇书。

在科技史上，较多的开拓性科技
成果，被认为是西方的发现。

关于光反射较早的描述，来自古
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他在公元前
300年左右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力学
方面，公元前两百多年前，古希腊的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
能撬起整个地球。”17世纪晚期，牛顿
提出牛顿第二定律，阐明了力和运动
之间的因果关系；19世纪，法国人发
明了照相机，借助的是暗箱绘画成像
原理(小孔成像)。

事实上，墨家的《墨经》记载的科
学方面的发现、发明，比上述科技成
就早了数百年，甚至两千年。

比如《墨经》的《经上》篇最早给
出了“力”的定义，“力，刑(形)之所以
奋也。”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
原因，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墨
家关于力的定义，比牛顿第二定律早
了近两千年。墨家还用实验的方式考
察了杠杆平衡原理、定滑轮受力情

况、斜面受力情况、物体平衡受力情
况，还探讨了浮力原理和弹性力学的
问题。

墨子有关于杠杆平衡原理的记
述，《墨经》的《经下》篇说：“贞而不
挠。说在胜。”《经说下》篇说：“相衡
则本短标长。”墨家认为，杠杆负重后
能够保持平衡而不发生偏斜，关键在
于支点选得适当，重臂和力臂成反比
例承担各自的重量，从而使力矩相
等。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
个地球。”现在来看，如果有这个支
点，那么墨子比阿基米德早200年就
撬起了地球。

在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科技厅
内，专门设置了“小孔成像”示意装
置，这仅仅是墨子在光学方面的诸多
成就之一。《墨经》有八处涉及光学，
其中对于“小孔成像”的解释是：光线
相交穿越隔屏的小孔，必定在映幕上
现一倒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呢？《经说下》解释说：光线从光源照
到人身上，就像箭射入小孔一样，必
走直线。照到人的最下部位反射而成
人的最高部位，照到人的最高部位反
射而成人的最下部位。人足在下遮蔽
着下光，所以脚的影像映在壁的上
方；人头在上遮蔽着上光，所以头的
影像映在壁的下方。

这既是世界上最早的光直线传
播的科学描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小
孔成像的正确阐述，这为照相机、录

像机等现代高科技仪器的发明创造，
奠定了理论基础。

《墨经》关于光直线传播的记录
早于和超过欧几里得，以至于李约瑟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墨子关于
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
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也令
人惊叹，除了力学和光学，《墨经》中
还有时间与空间的定义，运动与静止
的关系，路程与时间的关系，物质不
灭定律以及原子论、物理量的论述
等。

墨子还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
《墨经》有着对运算法则的具体阐释
和运用。比如给“倍”定义为“倍，为
二也”，即原数乘以2就是“倍”之后，
针对倍数的计算又举例说：“倍，二尺
与尺，但去一”，意即2尺和1尺之差是
1尺，从2尺中减去1尺则剩余1尺，2尺
是1尺的2倍。这里具体说明了“倍”的
还原算法。

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有较为系
统的自然数形式和十进位制计数法，
不过对十进位制作出概括和说明，则
始于《墨经》。《墨经》有这样的说法：

“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建位”
“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大
意是说，在相同的数位上，1比2小，但
在不同的数位上，比如十位上的1比
个位上的5要大，关键在于具体数字
所在的数位；在同一数位上，5包含了
1，而当1处于更高的数位上时，就反
过来包含了5，一个10当中包含了2个
5。

毫无疑问，这是对十进位制所作
的最早也是最准确的表述。李约瑟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感慨道：“如
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不可能出现
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如果说上述提到的是墨子的科
技成果，《墨经》中提到的思维形式、
思维规律、思维方法，则让墨子在科
学方面形成了一个由基本概念和范
畴所构成，以思维形式和规律为对
象、内容的逻辑体系。从科技成果到
自然哲学，再到逻辑学，墨子形成了
完备的科技发展体系，从这个意义上
说，墨子不仅仅是物理学家或数学
家，还是一位穿越古今、影响深远的
科技巨擘。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自滕州历史
文化丛书之《墨班圣迹》，该书撰稿：
张庆军、王中、张西锋、任水霞、刘娟)

你好，科圣墨翟！

滕州市墨子纪念馆科技厅。张西锋 摄

石匾“目夷永固”为“墨子滕州说”提供了佐证。张西锋 摄

如果按诸子百家的壮年时代来算，孔子的
壮年时代在公元前六世纪，墨子主要在公元前
五世纪，孟子、庄子主要在公元前四世纪。作为
百年才出一个的一代先哲，作为诸子百家中唯
一一个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时闻名于世的
先哲，墨子的影响穿越了两千多年。

公元前390年，墨子去世，享年90岁，一代先
哲，留待后人评说。

18年后，对墨子褒贬皆用极致语言的孟子出
生。21年后，对墨子有极高评价的庄子出生。一代
先哲孟子、庄子，相对于墨子来说皆属后学。

比墨子出生晚的孟子，对墨子的态度比较纠
结。

墨子先学儒，后觉察儒学缺点，自创墨学，
非儒反儒，补充改造儒学，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
重要原理。孟子不认可墨子对儒学的改造，攻击
墨学“无父无君”。

另一方面，孟子也不得不对墨子的人格精
神魅力表示推崇。《孟子·尽心上》说：“墨子兼
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提倡全人类兼
爱交利，即使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只要对天
下有利，都甘愿付出，这种损己利人、大公无私
的精神，突显了墨子追求真善美理想的高贵品
格。

西晋鲁胜《墨辩注序》说：“孟子非墨子，其
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孟子非墨辟墨，但其思维
表达方式，承自墨子，酷似墨子，辩论模仿墨子
惯用的归谬反驳法。

孟子对墨子赞也好，毁也好，都证明了墨子
是那个时代具有开拓意义的思想家。

比墨子晚出生一个世纪的庄子，对墨子更
多的是赞叹。庄子说墨子这个人是“其生也勤，
其死也薄”“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
椁”。活着的时候一辈子勤勤恳恳，拼命地干活，
死了以后安葬非常淡薄。即使如此，庄子仍高度
评价墨子，“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
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意思是说，墨子还真
是天下美善的人，这样的人实在难以求得。即使
弄得自己形容枯槁也不舍弃自己的主张，真是
有才之士啊。

在当代学者鲍鹏山的理解里，墨子有自己
崇拜的人，那就是大禹。

古代的大禹治水，大禹自己是怎么做的呢？
用韩非的话是“身执耒臿”，就是自己亲手拿着
农具。用庄子的话说，“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
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
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意思是说，
大禹亲自拿着盛土的器具和锄头劳作，汇合天
下的河流。腿肚上没有肉，小腿上没有毛，顶风
冒雨，安定了天下。大禹是大圣人，而为了天下
还如此劳苦。这句话来自《庄子》之六百九十二，
但是庄子不愿掠人之美，他标明了这段称赞大
禹的话是引自墨子之言，并以“墨子称道曰”冠
之，表明了墨子对大禹的崇拜。墨子在饮食上主
张“量腹而食”，在服饰上“度身而衣”，在工作中
则“日夜不休”。“节用”原则是墨子本人和墨家
门徒们思想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在《墨子》一文
中，墨子不仅说明了饮食、宫室、舟车、丧葬的理
由，还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要节衣俭食以及“非
乐”的重要意义。

庄子对墨子的赞誉，抑或是墨子对大禹的崇
拜，都证明了墨子是那个时代享有崇高声誉的教
育家、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个切切实实的劳动者。

在古代，墨子是一个哲人，是思想家、教育
家、社会活动家，到了近现代及当代，墨子作为
科学巨擘的形象逐渐清晰。

大约100年前，近代教育家蔡元培说：“墨学
中断使中国科学不得发达。”

大约30年前，著名史学家杨向奎说：“墨子
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
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
于整个古希腊。”

十多年前，著名哲学家成中英在《C理论的
管理系统》一书中说：“现代管理最大的功能就
是发展科技、创造新产品、提高生产力，在这方
面，中国的墨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哲学基础。”

8年前的8月16日1时40分，中国研制的首颗
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发射成功，进入预定轨
道，被命名为“墨子号”。

不久的将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博物
馆将在滕州的墨子湖畔建成，穿越2000多年的
历史长河，中国科圣墨翟的形象依然熠熠生辉。

众人评说

滕州市墨子纪念馆中的墨子像。张西锋 摄

葛
延
伸
阅
读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文圣孔
子去世。其时，在距离孔子家乡鲁国陬邑(今山

东省曲阜市)不远处的鲁之小邾国(今山东省滕州市境内)，科圣
墨子一岁了。2500余年后的2024年的春天，我们行走在墨子故里滕州，徜徉在墨

子的思想里，对话诸子百家中最注重科学与实践、在科技方面贡献最大的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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