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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该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
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
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
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
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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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邢兆良 1949年6月生，上海市人。毕业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在上海同济大学社
会科学系任教。长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关系的研究，已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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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各家考证和现有史料要精确断定墨子的生卒年代是不可能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各家考证的
生卒年代，其误差约为。20年左右。这些考证和史料也大致勾画了墨子所处的时代和主要活动年代，
对深入理解墨子思想及其时代背景是很有必要的。　　墨子上逮孔子，下接孟子，墨子思想作为儒学
的一个对立面，是在直接和儒家思想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儒家从孔子经曾子、子思到孟子正是一个
发展上升的过程。前期儒墨的对立，表明了孔子开创的“有教无类”的私学的深入发展。不仅西周官
学成为社会思潮批判的对象，而且对西周官学采取温和批评态度的孔子儒学，墨子对其也采取了激烈
的批判态度。儒、墨两派直接的思想斗争为以后的百家争鸣准备了舞台。义利、古今、礼法、天人、
名实等诸子共同关注的时代命题正是由孔墨之争为起端的。　　墨子成年和活动的年代大致是在公元
前453年前后二、三十年。这个历史时期以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晋地为标志，说明自平王东迁以
来，政由方伯的政局继而发展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天下恶乎定
”，战争频繁，社会的宗法关系和等级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这为士、庶阶层的活跃提供了条件和机
遇，形成了“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的状况，不管国籍，不管出身，不管贫富，有才能者，遇机
会一跃而成为将相，这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
代表的墨子及其学派，才能“徒属弥众，弟子弥丰”，“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成为当时
唯一能与儒学相抗衡的显学。　　在孔子时代，虽然周室衰微，僭越多见，但“尊周”仍是一面有号
召力的旗子，“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攘夷”仍是各诸侯争霸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到了墨子时代
，兼并战争成了政治斗争的全部内容，耕战成了各国的基本国策。足兵足食，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
生死存亡的危机迫使各国相继变法，实行政治改革。这实质上是社会各阶级相斗争的结果。这种政治
变革有利于士庶阶层突破血缘门第的限制而进入仕途政界。这点也正是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的墨
子学派能显赫一时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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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墨子（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名翟(dí)，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一说
鲁国（今山东滕州）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子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有重大
影响力的人，墨家创始人。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
非命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
突出成就的一
　　墨子砚
　　整套科学理论。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
”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俗称 鲁班）相比，墨子擅长防守城池，据说他制作
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公输班还要高明。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史记》记载说墨
子曾做过宋国大夫，墨子很可能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自诩说“上
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
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繁琐礼乐感到厌
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
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韩非子·显学》记
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
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
“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
旋转脚跟后退。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
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
　　墨子先祖是宋国贵族目夷（今河南商丘人），曾到过鲁、卫、楚、齐等国，并打算到越国，但终
未成行。其主要事迹有：阻止鲁阳文君攻郑，说服公输班而止楚攻宋。楚惠王打算以书社封墨子，越
王也打算以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但墨子都没有接受。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
，接近劳动者。《墨子》[1]一书，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记录的汇集。它是研究
墨子思想的直接材料，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是后
期墨家的著作。也有人认为《经上》《经下》两篇是墨子的著作。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quot;兼爱&quot;、&quot;非攻&quot;
、&quot;尚贤&quot;、&quot;尚同&quot;、&quot;尊天&quot;、&quot;事鬼&quot;、&quot;非乐&quot;
、&quot;非命&quot;、&quot;节用&quot;、&quot;节葬&quot;。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
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quot;国家昏乱&quot;，就选用&quot;尚贤&quot;
、&quot;尚同&quot;；国家贫弱，就选用&quot;节用&quot;&quot;节葬&quot;；等等。墨家是一个有严
密组织纪律的团体。他们的领袖称为&quot;矩子&quot;。第一任矩子是墨子，后来的&quot;矩子&quot;
有孟胜、田襄子、腹等。由&quot;矩子&quot;执行&quot;墨子之法&quot;。墨者&quot;矩子&quot;腹住
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人，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腹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命令不杀。腹却说
，墨者之法规定：&quot;杀人者死，伤人者刑。&quot;这是禁止杀人伤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quot;天
下之大义&quot;，还是坚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①这个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墨家纪律的严明。正因为如
此，墨者很能战斗，具有&quot;赴火蹈刀，死不旋踵&quot;②的精神。但是，墨家是一个具有宗教性
的集团，往往容易被人利用。据《史记》记载，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时，
墨者&quot;矩子&quot;孟胜就站在阳城君一边。后来阳城君畏罪逃走，楚国要收回其封国。孟胜为阳
城君守封国，忠于阳城君。他传&quot;矩子&quot;于田襄子，自己为阳城君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墨者有&quot;侠客&quot;的精神。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游侠那样
：如果行为并不符合正义，但是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
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等等。
　　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相里氏一派、相夫氏一派、邓陵氏一派。《庄子·天下》所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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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勤的弟子、邓陵子的弟子苦获、己齿，即这三派中的两派。他们都传习《墨子》，但有所不同，互
相都攻击对方是&quot;别墨&quot;。在今存的《墨子》中，每篇都有上、中、下三篇，大约就是墨家
分裂为三派的证据。据郭沫若研究，墨者集团到秦惠王时，有集中于秦的趋势。因此，从第四
代&quot;矩子&quot;时起，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此后还有记载，东方的墨者谢子，不远千
里入秦而见秦惠王。这时墨学还是兴盛的。但是到汉代，墨家已经消亡。为什么墨家消亡如此之快呢
？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分歧很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在方法论上是可取
的。墨家与儒、法、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有严格的纪律，
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些，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禽滑厘是 春秋时期人，传说是墨子的首席
弟子，他的字为慎子。禽滑厘曾是儒门弟子，学于子夏，自转投墨子后，便一直潜心墨学。
2、想知道内容就买本看看！出版再版，可想而知。
3、因为喜欢墨攻，才买的，大失所望。
4、值得推荐给学生的好读物！已纳入校图书馆！
5、大概读文之人都不太喜欢没有太多激情的文章？我倒是觉得冷淡风挺好。多是文人最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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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墨子（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名翟(dí)，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人，一说鲁国
（今山东滕州）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创
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子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有重大影响力的人
，墨家创始人。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项，
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先秦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
一墨子砚整套科学理论。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
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墨子精通手工
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俗称 鲁班）相比，墨子擅长防守城池，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
公输班还要高明。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史记》记载说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
，墨子很可能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
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
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
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
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
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
，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
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听从指挥，
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
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
北到郑、卫，南到楚、越。墨子先祖是宋国贵族目夷（今河南商丘人），曾到过鲁、卫、楚、齐等国
，并打算到越国，但终未成行。其主要事迹有：阻止鲁阳文君攻郑，说服公输班而止楚攻宋。楚惠王
打算以书社封墨子，越王也打算以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但墨子都没有接受。宋昭公时曾做过宋
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墨子》[1]一书，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
记录的汇集。它是研究墨子思想的直接材料，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
《小取》等6篇，是后期墨家的著作。也有人认为《经上》《经下》两篇是墨子的著作。在《墨子·
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quot;兼爱&quot;、&quot;非攻&quot;、&quot;尚贤&quot;
、&quot;尚同&quot;、&quot;尊天&quot;、&quot;事鬼&quot;、&quot;非乐&quot;、&quot;非命&quot;
、&quot;节用&quot;、&quot;节葬&quot;。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
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quot;国家昏乱&quot;，就选用&quot;尚贤&quot;、&quot;尚同&quot;；国家
贫弱，就选用&quot;节用&quot;&quot;节葬&quot;；等等。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他们的
领袖称为&quot;矩子&quot;。第一任矩子是墨子，后来的&quot;矩子&quot;有孟胜、田襄子、腹等。
由&quot;矩子&quot;执行&quot;墨子之法&quot;。墨者&quot;矩子&quot;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人，
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腹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命令不杀。腹却说，墨者之法规定：&quot;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quot;这是禁止杀人伤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quot;天下之大义&quot;，还是坚
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①这个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墨家纪律的严明。正因为如此，墨者很能战斗，具
有&quot;赴火蹈刀，死不旋踵&quot;②的精神。但是，墨家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集团，往往容易被人
利用。据《史记》记载，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时，墨者&quot;矩子&quot;
孟胜就站在阳城君一边。后来阳城君畏罪逃走，楚国要收回其封国。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忠于阳城
君。他传&quot;矩子&quot;于田襄子，自己为阳城君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
，墨者有&quot;侠客&quot;的精神。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游侠那样：如果行为并不符合正
义，但是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
解救别人的危难等等。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相里氏一派、相夫氏一派、邓陵氏一派。《庄子
·天下》所说的相里勤的弟子、邓陵子的弟子苦获、己齿，即这三派中的两派。他们都传习《墨子》
，但有所不同，互相都攻击对方是&quot;别墨&quot;。在今存的《墨子》中，每篇都有上、中、下三
篇，大约就是墨家分裂为三派的证据。据郭沫若研究，墨者集团到秦惠王时，有集中于秦的趋势。因
此，从第四代&quot;矩子&quot;时起，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此后还有记载，东方的墨者谢
子，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这时墨学还是兴盛的。但是到汉代，墨家已经消亡。为什么墨家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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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快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分歧很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在方法
论上是可取的。墨家与儒、法、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有严
格的纪律，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些，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禽滑厘是 春秋时期人，传说是
墨子的首席弟子，他的字为慎子。禽滑厘曾是儒门弟子，学于子夏，自转投墨子后，便一直潜心墨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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