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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考论

鲁班本来是一位历史名人，由于没有专
门的著作传世，关于他的文献记载又比较简
略，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十分清楚。随
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把他演化成具有传奇色
彩的能工巧匠、发明家甚至是行业大神，鲁
班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近日，记者到滕州探访。鲁班文化研究
专家王中告诉记者，鲁班，姓公输，名般，春
秋战国之际鲁国人。推算一下，如今他还健
在的话，应该是2500来岁的历史老人了。古今
对他的荣称甚多：工圣、匠圣、智圣、巧圣、百
工圣祖、师祖、祖师、先师、仙师、中国科技发
明之父、鲁班爷……

鲁班本姓公输，又称“公输子、公输盘、
公输般”。先秦古籍《礼记》《世本》《战国策》

《吕氏春秋》皆为“公输般”；《墨子·公输》为
“公输盘、公输子”；《孟子·离娄》为“公输
子”，此后的《说文》《后汉书》等为“公输班”。

“般、盘、班”古代通用。
鲁班既然不姓鲁，为什么叫鲁班呢？
东汉经学家赵岐在《孟子》注中说：“公

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或为鲁昭公之子。”
东汉经学家高诱在《吕氏春秋》注中说：“公
输，鲁班之号。”南朝学者薛综在《文选·西都
赋》注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鲁班，一云
公输子。”明朝午荣等编著的《新镌京板工师
雕镂正式鲁班经匠家境》(通称《鲁班经匠家
境》，以下简称《鲁班经》)卷一“鲁班仙师源
流”记载：“师讳班，姓公输，字依智。”而相传
为鲁班所著的《鲁班书》记载：“鲁班是鲁国
人氏，姓公输子，法名班。”从以上史料可以
这样理解：公输般是鲁国人，般与班同音，人
们又称他为鲁班。

鲁班是鲁国人，这没有什么争议，但家
在鲁国何地？曾是一桩悬案。

著名哲学家、中国墨子学会名誉会长
任继愈教授，历经多年考证，最终得出了结
论。他认为，“滕州市古为三国五邑之地，春
秋战国之际曾为鲁国属地，除了史书记载
墨子与公输班的一些交往之外，从鲁班的
身世、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滕州的
古地名史志资料和考古文物，鲁班的发明
创造与滕州的古代科技成果，滕州的民间
传说，当地保留的一些遗迹，墨子与鲁班的
关系等等多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论证：滕州
为鲁班故里。”

1999年，任继愈为滕州题词：“鲁班故
里”。任继愈的这一结论，与鲁迅先生的观点
巧合。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非攻》中借墨
子之口说，“我们的老乡公输般”。而墨子故
里在滕州的考论，已经得到国内外广大专家
学者的赞同。

关于鲁班的生卒时间，明朝编著的《鲁
班经》记载，鲁班生于鲁定公三年(公元前507
年)甲戌日五月初七日午时。梁启超认为鲁班
生于鲁哀公初年(公元前494年前后)，卒于公
元前440年。据古史记载，鲁班最早参与的大
事是鲁国季康子之母的丧葬，季康子之父桓
子死于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其母之死
不会太远，如此推算鲁班应生于鲁昭公与定
公之间。鲁班最晚参与的大事是为楚国制造
攻城的云梯，据《墨子·公输》记载，此事发生
在楚惠王四十年(公元前449年)以后，楚惠王
五十年(公元前439年)以前，那时鲁班六十岁
左右，而墨子四十岁左右。根据这些资料，当
代学者卢南乔、赵凯球认为鲁班生活于公元
前510年至公元前440年前后。

根据专家们的考证，鲁班的年龄应该比
墨子大二十多岁。而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
年，鲁班的年龄应该比孔子小三十四岁，孔
子公元前479年去世时，鲁班应该是三十多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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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传奇

更多的时候，鲁班还是处在人们
的传说中。2008年6月，鲁班传说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说，自
己知道鲁班这个名字，来自于民歌

《小放牛》，“牧童(唱)：赵州桥什么人
儿修，玉石栏杆什么人儿留，什么人
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就轧了一道
沟吧咿呀嗨，什么人推车就轧了一道
沟吧咿呀嗨！村姑(唱)：赵州桥鲁班爷
来修，玉石的栏杆神人留，张果老骑
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就轧了一道沟
吧咿呀嗨，柴王爷推车就轧了一道沟
吧咿呀嗨！”纪连海说，这个民歌里唱
的当然是假的，赵州桥是隋朝工匠李
春造的，只不过因为桥非常结实，到
今天已经1400多年了，还在正常使用，
人们觉得神奇，就把此桥算做鲁班造
的了。

这样的传说还有许多，比如传说
北京白塔寺白塔的裂缝是鲁班给锔
好的，传说山西永乐宫是鲁班建造
的，四川大足北山石像是鲁班雕刻
的，杭州西湖上的三潭映月是鲁班
用来镇压黑鱼精的香炉的三只脚。
在世世代代的传说中，鲁班就是技
艺的化身。

鲁班的传说内容丰富，由滕州市
鲁班研究会编选出版的首集二十五
篇中，有赞美鲁班刻苦努力、勤奋好
学的，如《鲁班学艺》《齿草化锯》；有
反映鲁班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钻研
精神的，如《点石成磨》《仿鞋作舟》；
有称赞他坦荡豁达、诚恳热忱的优秀
品德的，如《朽木可雕》《飞斧斩椽》；
有描述他战胜邪恶、伸张正义的英雄
气 概 的 ，如《 拍 案 惊 鬼 》《 班 门 弄

“楚”》；有歌颂他乐于助人、为民造福
的高尚情操的，如《石头嫁妆》《五更
赶羊》。一句话，从鲁班呱呱坠地的

《灵山彩虹》到德行天下的《刻石九
州》，流布在鲁班故里的鲁班传说，沿
着鲁班的人生轨迹，给世人塑造了一
位“聪颖、诚信、勤奋、创新”的栩栩如
生的布衣圣人形象。

鲁班的故事，大多是民间流传下
来的。在滕州，很多人懂得这样一个
习俗，就是吃鱼的时候不吃鱼头，这
让很多美食家难以理解。王中说，这
就是人们常说的“吃鱼不吃头，圣祖
心中留”，主要是为了纪念圣祖鲁班，
鲁字的上半部分是“鱼”，不吃鱼头就
是不吃“鲁头”，表达了老百姓对鲁班
的敬仰。

但更多有关鲁班的制造传说，都
有现实的发明创造目前还在用。“鲁
班造锯”的传说在1958年的电影《鲁班
故事》中有体现，还上了小学语文课
本。鲁班一生注重实践，善于动脑，在
建筑、机械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能建造“宫室台榭”；他曾制作出攻
城用的“云梯”，舟战用的“钩拒”；他
创制“机关备制”的木马车；他发明了

曲尺、墨斗、刨子、凿子等各种木工工
具。

2500多年来，鲁班的传说一直经
久不衰。人们敬仰鲁班，祭拜鲁班，将
他奉为神明。滕州的鲁班纪念馆是全
国目前建筑体量最大、功能最全的纪
念鲁班的专门场馆。在济南的千佛
山，山上的鲁班祠规模虽然不大，却
名扬海内外。鲁班庙遍及天下，据说
有两万多座。

墨班答疑

文字记载中对鲁班的故事有明
确记载的，莫过于《墨子·公输盘》中

“止楚伐宋”的故事。
在《墨子·公输盘》的记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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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的
都城郢，见到了鲁班。墨子对鲁班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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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墨子·公输
盘》中的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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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最后
制止了楚国伐宋。

在鲁班文化研究专家王中看来，
《墨子·公输盘》中“止楚伐宋”的故
事，有演义的成分，有褒墨子贬鲁班
的嫌疑。“这段记载，不可能是墨子本
人的口述或笔录，但也不一定是对史
实的恶意篡改。即使鲁班在情急之
下，真说了句‘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对
付你了，但我不说’，又能说明什么
呢？毕竟到了最后，他也没有说。‘公
输般的意思，不过是杀了我’，这是
墨子揣测出来的话。如果墨子有在
天之灵，他也会坦然承认，在‘止楚
伐宋’的辉煌战果里，含有鲁班的精
诚合作。”

王中说，自己所见到的文字记载
中，仅有《墨子·公输盘》中体现了所
谓鲁班想杀墨子的想法，其他如《吕
氏春秋·爱类》《战国策》《淮南子·修
务训》《尸子·书散言》等典籍，对于这
一历史事件的叙述，结尾基本上都是
鲁班“九攻”，“而墨子九却之”。楚王
见状，“于是乃偃兵，辍不攻宋”。或是
楚王听了墨子的一番善意劝诫后，当
场表示，“善哉，请无攻宋。”故事结尾
的处理，多数记载都不是师兄弟之间
的自相残杀。

作为鲁班文化研究专家的王
中，本身还是一名剧作家，为了清晰
还原《墨子·公输盘》中“止楚伐宋”的
故事，王中专门创作了大型新编历史
剧《墨子与鲁班》，“我觉得是时候还
鲁班以公正了，更恰当的说法，是给
鲁班爷讨个公正，这是我们创作这部
剧的初衷，就是试图再现这一历史事
件的事实真相，揭示班墨彼时的彼此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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