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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黑色之镜：寻找失落的墨子（代序）　　向以鲜　　当一群文质彬彬的儒者汇聚一室踞席而坐，
相互一番繁文缛节，开始就周朝一些典章制度展开讨论之时，虚掩的大门豁然洞开，一个身形清瘦硬
朗，脸上带着阳光、风雨或战火剥蚀的中年人的身影，出现在众人惊愕的视野中。
来人身着粗糙的麻褐衣裳，足蹬草鞋，头发稀疏，面呈慈爱的微笑，目光犀利而坚定。
在他身后，则紧紧跟随着一群身手矫捷的青年，满含景仰与服从的神色。
那情形，既像一个凯旋的将军带着生气勃勃、止戈为武的勇士归来；又像一个弘毅的智者刚刚步下哲
思的圣坛，他的追寻者怀着虔敬之心如影而至⋯⋯这个外表朴实无华，内心无比强大的中年人，就是
我心目中的墨子：一个以爱为武器的智者，一个以严密逻辑思辩闻名于世同时又沉默如金的哲人，一
个独具创新意识的伟人工匠，一个拥有当时世上最强大防御技术的思想家。
　　墨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年，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以墨子止楚伐宋事为据，认为
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长寿达九十岁。
也有学者认为墨子只活了六十岁。
墨子约与子夏、子思同时，在另一个伟人孔子离开人世时，墨子刚刚降生大地--他们的离开与到达，
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事实上，墨子既是儒家文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敏锐批判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儒墨成为春秋战国时代并驾齐驱的显学。
《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孟子》也说：“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
”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儒家的人，其实，墨子本人对孔子是极为景仰
的，墨子承认，孔子有其“当而不可易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门曾经煊赫一世、影响深远的学说，却在秦以后渐渐销声匿迹了--由显学而儿
成绝学！
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在正史中找到关于墨子的踪影。
一部浩繁的《史记》，对于儒家诸圣，均有详实可信的记录，唯独于墨子，却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
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孟子苟卿列传》）而且就是在这二十四个字中，就用了三个不确定的词：一个“盖”两个“或
”--充满了传说的疑云。
这样的笔法，同一向以信史和严谨著称的太史公风格相去甚远。
如此对待墨子，其间况味，颇堪玩味。
　　谈墨子，不得不谈孔子或儒家。
如果说孔子或儒家文化是墨子学说的重要思想渊薮之一，那么，孔子之后崛起的墨子学说，则可以说
是儒家的一面黑色且锋利的镜子：善于省思的君子，必定会从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光芒与灰暗之所
在。
因此，毛泽东曾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胡适也说：“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
”蔡和森在深入研究列宁的理论与实践后认为：“列宁在苏俄的实行与墨子理论近似。
”　　倘若对儒墨二家作印象似的辨别，我愿意用两种基本色来表达：白与黑。
白与黑不仅反映着肤色的不同，也昭示着社会地位的极大差距。
孔子是白皙的，带着某种没落贵族的特征，上仰文、武、周公之制，优雅而缺乏阳光的曝照，就像他
心目中的英雄温文尔雅的周公大人一样，代表着一个崩溃的辉煌的梦想；而墨子则是黑色的，是与生
俱来的劳动者（农与工肆之人），粗犷而朴素，面容消瘦黝黑，长于行动，他心中的英雄则是夏代的
水利专家大禹（可亲可为的的劳动英雄）。
用今天的话说，墨子是典型的草根英雄、平民圣人。
孔子也推崇大禹，但只是作为过往三代的圣贤榜样泛泛而谈；而墨子则把大禹融入了自己学说的血液
之中：“不行禹之道不足为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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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和墨子，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学者。
孔子是艺术家，具有诗人气质，喜弦歌，擅礼乐，具诗性智慧；墨子是位学者，有科学家的修养，精
通物理，工于制造，有科学思维。
墨家重视逻辑思辩和推理能力，重视界说，即对概念的精确定义。
比如墨子对时间与空间的论断：“宇，域徙也”，认为时空是物体运动的过程和场所，把时间和空间
有机融合起来，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超越了牛顿的经典力学概念。
　　墨子明确反对述而不作的保守态度，视“述而不作”乃“甚不君子”者的表现之一。
在《耕柱》篇中，墨子提出：“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这与《大学》所倡导的“止于至善”或“知止而后有定”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倒是与老子所说的
“知止不殆”有相通之处。
在今日中国进入创新型社会之际，墨子的这种主张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文化自秦后丢失了墨子，其最大损失莫过于丢失了墨子所代表的那种生机昂然的、充满创造力的
科学精神、逻辑思维和工程学实践意识。
因此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化放弃墨子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与科学革命失之交臂。
的确，墨子在几何学、力学、光学、形式逻辑等诸多领域上卓有建树，在所有先秦诸子圣贤中，无人
能出其右者，甚至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德！
　　墨家善守御，研究出不少在当时堪称“高科技”的产品并投入到战争防御工事。
在著名的止楚伐宋的故事中，墨子运用雄辩与无以伦比的防御技术实力，成功阻止了一场血腥的侵略
战争。
事实上，从现存史料来看，墨子生平至少成功阻止了四次类似的战争。
如果在今天，墨子可以当仁不让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认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早就产生欧几里
得的几何体系了。
但遗憾的是，墨子的演绎几何学始终只是一个特殊学派的秘密，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影响到中国数
学的主流。
　　孔子曾去齐国学习韶乐，发出“三月不知肉味”的著名感叹。
与孔子对艺术、音乐、诗歌的热爱达到痴迷状态截然相反的是，墨子则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和功利主义
目的，坚决反对音乐。
因此当儒家强调文质彬彬之时，墨子则明确主张存质后文。
墨子在《非乐》中说：如果君王沉迷于乐，就会因麻痹而放弃对敌国的警惕，从而引发患乱；士大夫
沉迷于乐，就不能治理好官府和山林草泽，从而导致国家府库空虚；农夫沉迷于乐，他们就不愿用心
耕种，致使土地荒废；女人沉迷于乐，就不能专心纺织，人们衣食堪忧。
这样下去，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君王不理朝政，士大夫不干政事，老百姓不谋衣食。
天下财物匮乏，就会使社会产生危乱动荡。
因此，音乐对于国家或百姓都是具有破坏作用的。
一句话，墨子“非乐”的本意，是希望把天下人的心思指引到正事上去。
什么是正事，在墨子看来，凡是可以利国利民利天下的事，就是正事。
只有在物质条件比较充裕之时，再去从事音乐艺术活动，才是合理和有益的。
后来荀子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
解蔽》），其实并未完全理解墨子的真意。
　　孔子周游列国，是一个具有行为艺术倾向的思想漫游家。
墨子也要带着弟子到处奔走，但墨子之行却充满苦行僧的色彩。
孔子曾令门人畅言生活理想，唯有曾皙所描述的图景最令孔子心动。
曾皙的描述，充满诗意，类似于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实际上曾皙的理想，也成了数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的梦想场景。
　　墨子则总是行色匆匆，栉风沐雨，奔走于战争与和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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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是济--世救人的行动者，因此他没有时间来品味生活之美，所谓墨突不黔。
为了乌托邦般的救世梦想，墨子四处奔走，“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
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
墨子的学问后世难以昌盛，苦行应该是其中一大原因。
因为苦行，很难为世人所追崇、模仿。
司5谈说墨子之学“俭而难遵”（《荀子？
王霸》），庄子也说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跛趼为服，日
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
天下》）。
同时，墨子的苦行又是与其内心怀抱着对于人类伟大的无差别之爱（兼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放眼世界，近世以来，能与墨子相比的只有两个人：印度圣雄甘地和
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
我在这三个人之间找到了诸多共通之处：除苦行之外，他们还是长寿的素食主义者（我个人相信墨子
活到了九十岁，墨子很可能是素食主义者，从墨子所说的度身而衣，果腹而食，“藜藿之羹”来看，
他对食物质量的要求是很低的），热爱劳动，反对暴力和艺术，信仰神灵。
甘地一生最热爱之物除了假牙、铁框眼镜、木底鞋和《薄伽梵歌》之外，就是手摇纺车、芭蕉叶凉席
和神灵。
当印度举国欢腾之时，甘地独自坐在家里摇着纺车，细心倾听着纺车摇动时发出的谣曲般的声音，他
说：“这是人世间微弱的哀怨声。
”　　孔子为万世师表，墨子乃春秋战国时代的大佬。
冯友兰先生说墨子学派来源于春秋战国的游侠阶层，“以绳墨自守而备世之急”。
的确，墨家集团是具有半军事化性质的思想学术团体。
儒家好为人师，教化世人；墨家行侠仗义，是后世侠者之祖。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真正有思想和抱负的大佬。
他所领导的半军事化学术团体后来建立了严格的“钜子”制度，行墨子之义，扬墨子之爱。
这个特殊的团体纪律严明，网络天下豪杰。
《淮南子》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　　在中国历史上，墨子最早提出“任侠”的观念。
《墨子·经上》：“任，士损已而益所为也。
”注曰：“谓任侠。
”又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任侠的本质就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
任侠必须符合墨子-之“义”，“万事莫贵于义”，义就是天下人的“利”。
墨子从一开始就把墨家之侠与江湖之侠迥然区分开来，墨子之侠，是胸怀全人类和平理想的侠。
墨子之侠，也为中国文化温文尔雅之中，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刚健、血性和骨气。
　　历史上，凡慷慨悲歌之士，其血液中均流淌着墨家精神。
在近代，将墨子兼爱思想与侠义思想践行于身的，首推谭嗣同。
谭嗣同性任侠，善剑术，涉猎群书，著《仁学》，博采儒佛及西方科学，尖锐批判纲常名教。
参加康梁变法，失败后被杀害，死时慷慨高呼：“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
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谭嗣同始。
”真是震聋发聩的血性呐喊。
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
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
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十其勿为高远哉！
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
”谭嗣同本人以其血性生命践行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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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以其广阔而深刻的历史视野，考察墨子学说，虽然两千年来几乎淹没无闻，但墨子精神，
却已经融合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特性：“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
心，至今不附，是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
”梁启超对墨子的人格力量，更是倾慕之极，曾大声疾呼：“呜呼！
千古之大实行家，孰有如子墨子耶？
孰有如子墨子耶？
”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侠客行》中所渲染的侠客境界，何等快意恩仇，何其壮丽人生！
其间亦隐隐可见墨子身影：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疯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赢。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炬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准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在今日中华文化蓬勃复兴之际，重新认识和理解墨子，儒墨互补，或许是真正的文化解决之道。
因此，当我读到舒大刚教授的《墨子的智慧》书稿时，即刻被其生动详实的文字所打动。
舒教授既精通儒学，目前正主持编纂旷世儒学文献巨制《儒藏》，复淹通墨家，且见解独特，视野开
阖纵横，立论异彩纷呈。
全书共分十五大章节和附论，从墨子的生平著述，到墨子的思想行为以及墨学渊源或流传，均有精当
论述，允称博洽，是不了解墨子及墨家学术思想的理想读本。
　　以上琐谈算是我的读后感，小言詹詹，或可引发炎炎宏词！
是为序。
　　作于成都丽都花园　　2007年孟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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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墨子的智慧》共分十五大章节和附论，从墨子的生平著述，到墨子的思想行为以及墨学渊源或
流传，均有精当论述，允称博洽，是不了解墨子及墨家学术思想的理想读本。
在今日中华文化蓬勃复兴之际，重新认识和理解墨子，儒墨互补，或许是真正的文化解决之道。
因此，当我读到舒大刚教授的《墨子的智慧》书稿时，即刻被其生动详实的文字所打动。
舒教授既精通儒学，目前正主持编纂旷世儒学文献巨制《儒藏》，复淹通墨家，且见解独特，视野开
阖纵横，立论异彩纷呈。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一为节用。
或日并孔子时，或日在其后。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其为人也，“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
，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篇》），“不求名、不求利、不违时、不乱法，以救世为务。
为传道救世，墨子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居无宁日；短葛麻履，以自苦为极。
纵然'摩顶放踵利天下'，也在所不惜（《孟子·尽心上》！
”　　毛泽东曾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　　胡适也说：“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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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大刚，生于1959年，重庆秀山县人。
1982年毕业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199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3年起在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先后做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5年起，历任古籍所副所长、所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现任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儒学专
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文献、儒学史、经学史，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10余种，另有古籍整理
成果10余种、工具书5种。
　　先后完成国家省部级课题20余项，发起并主持大型宋代文献珍本《宋集珍本丛刊》（108册，线装
书局，2004年）再造和研究工程，大型儒学文献《儒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2007年已出版两
批共100册）整理工程和大型儒学流派史《中国儒学通案》（人民出版社即出）研究工程，大型“三苏
”文献《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整理研究工程等。
　　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三届理事兼学术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兼职教授，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墨子的智慧>>

书籍目录

黑色之镜：寻找失落的墨子（代序）第一章　扑朔迷离的身世——墨子生平考述第一节　姓甚名谁—
—墨子姓名的纠纷第二节　何方人氏——墨子籍贯之谜第三节　来去两无踪——墨子生卒疑年第四节
　灯火阑珊，伊人宛在——墨子传略第二章　千古墨学有遗篇——墨子著作简介第一节　《墨子》的
流传第二节　《墨子》的篇目与分类第三章　理想的用人之道——尚贤第一节　尚贤为政之本第二节
　尚贤三本第三节　惜才护才第四章　专制的统治之术——尚同第一节　尚同的前提——选择“贤可
者”为君第二节　尚同四法——不失于民主的专制第三节　下级服从上级第五章　仁慈的处世哲学—
—兼爱第一节　爱的原因第二节　爱的原则第六章　广泛的世界和平——非攻第一节　春秋无义战第
二节　善战者服上刑第三节　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第四节　玩火者必自焚第七章　保守的生财
之道——节用第一节　实用?实利?制度?文章第二节　利国·利民·备战·备荒第八章　理性的生死观
——节葬第一节　仁人孝子“三务”第二节　厚葬——穷民贫国之道第三节　久丧一寡民伤人之术第
四节　以死妨生——乱国败家之法第五节　厚葬久丧，圣王不为第六节　移风易俗，薄葬节丧第七节
　历史的遗憾第九章　反对高消费——非乐第一节　不切实用的耗费第二节　劳民废事第三节　乐可
节而不可非第十章　最高的终极裁判——天志第一节　天——至高至尊，至明无隐第二节　天——至
善至美的化身第三节　天——正义的源泉-第四节　天——兼爱的典范第五节　天——公正的裁判第十
一章　古老的传说——明鬼第一节　良心的呼唤第二节　生民的经验第三节　不避权贵第四节　善意
的谎言第十二章　向命运挑战——非命第一节　验之“三表”，天命无有第二节　命运不可靠第三节
　有命与非命第十三章　实惠的义利观——利即义第一节　以义至上第二节　利就是义第三节　义利
合一第四节　儒墨义利观之分歧第五节　儒墨义利观的不同效果第十四章　自重的立身之道——修身
第一节　君子务本第二节　修身十法第三节　慎师择友——当染第十五章　治国禁忌——七患第一节
　七种易犯的错误第二节　重农与固本附论第一节　见仁见智说墨源——墨学源流叙说第二节　由显
学到绝学——墨学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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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灯火阑珊，伊人宛在　　墨子传略　　根据以上考订，我们大致可以给墨子补写一个小传
：　　墨子，名翟，姓墨氏，鲁国人，孤竹君墨胎氏之后。
生于春秋末年，在孔子之后，与七十子相及，而与子思（前483-前402年）同时。
活动于战国初年，至公元前381年已卒。
　　春秋时期，齐桓公北伐山戎、弗令支，斩孤竹而还，孤竹遗民有随军而南者，墨子即其后裔。
墨子出生贫贱，曾自称“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
爱类》），又曾被称作“布衣之士”（《吕氏春秋？
博志》）和“贱人”（《渚宫旧事》）。
王充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
”（《论衡·自纪》）就墨子近世祖先而论，确实如此。
鲁惠公（前768-前723年）时请郊庙之礼于周室，平王遣史角往，其后人有在于鲁者，墨子曾从之问学
（《吕氏春秋·当染》）。
又曾学于儒者，习孔子之术，道尧舜大禹之德业（《韩非子·显学》），明于六经。
因不满于儒家礼学之繁扰，厚葬靡财，久服丧身，故背弃儒者之教（《淮南子·要略》），而以世传
朴质勤俭的东夷之教为宗。
宣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
而以兼爱为核心，节用、尚贤为支点。
　　其为人务“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
篇》），不求名、不求利、不违时、不乱法，以救世为务。
为传道救世，墨子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居无宁日；短葛麻履，以自苦为极。
纵然“摩顶放踵利天下”，也在所不惜（《孟子·尽心上》）。
他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几乎“遍从人而说之”（《墨子·公孟》。
下引本书，只注篇名）。
《庄子·天下篇》称赞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
才士也夫！
”　　墨子居鲁，踪迹所至，东至齐，西至郑、卫，南游于楚、越。
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公输班为楚造云梯，将以攻宋，墨子闻之，使禽滑厘等弟子三百人守于
宋城；自己自鲁赴楚，百舍重茧（《战国策·宋策》），裂裳裹足（《吕氏春秋·爱类》），十日十
夜而至于楚。
与公输班论战于楚王前，公输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拒之。
公输之攻技已拙，而墨子之守圉有余。
楚遂止不攻宋（《公输》）。
又曾献书于楚惠王，惠王称善，而不能用；与楚鲁阳文君善，鲁阳赞墨子为“北方之贤圣人”。
楚王曾欲以“书社之地五百里封之”，墨子虑楚王不行其道，遂“不受而去”（《渚宫旧事》卷二）
。
又曾派弟子公尚过游宦于越，越王大悦，使公尚过迎墨子于鲁，将“裂故吴之地五百里封之”。
墨子亦因越王不能奉行其学而辞之（《鲁问》、《吕氏春秋·高义》）。
其贵义轻禄有如此者！
　　曾仕宋为大夫，宋君信司城子罕之谮而囚墨子（《史记·邹阳传》）；又曾至齐见太王，说以“
非攻”之义（《鲁问》）；至卫，说公良桓子以“节用”、“养士”（《贵义》）。
其汲汲以行道救世者类如此。
　　著作有《墨子》七十一篇传世，今存五十三篇。
《抱朴子·内篇·遐览》载有《墨子五行记》，阮孝绪《七录》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记》一卷、《五
行变化墨子》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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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曰：“墨子法宗禹，与黄老不同术，晋宋以后，神仙家妄撰墨子为地仙之说，于是墨与道乃合
为一。
”故此二书皆不可信。
　　墨子在世时，亲从弟子数百人（《公输》），而以禽滑厘最有名。
其后徒属“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尊师》），以其学术“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吕氏春秋
·当染》），遂与儒学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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