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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本志编纂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全面真实地记述墨子的

生平、著作及其影响。特别是其代表作《墨子》从题材来源到作品内

涵、版本流变及国内外影响均予以记述。

二、本志设家世，著作，墨子哲学和人文思想，自然科学知识及其

实用工艺成就，墨学流传、研究和影响，遗存、纪念物诸篇，力求图文

并茂。

三、本志上限始于墨子的诞生(约公元前470年)，适当追溯其家

世，下限为2000年。

四、本志采用记述体、语体文。入志资料凡涉及历史地名、人名、

官职、计量单位等，均据历史资料实录。

五、本志所据资料来源：一是史书、碑刻；二是已出版的学术研究

论著；三是实地考察、采访资料。凡属引文均注明出处。

六、本志引文注释只在第一次引用时注明出版社和版次，以后不

再重复注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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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姓墨名翟，约生于公元前470年左右，卒于约公元前382年左右，

春秋末战国初鲁国所属小邾国滥邑(今山东省滕州市)人，是中国古代伟大

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墨子为契的后裔，家世血缘传承关系是：契——商汤——微子——目夷

——墨子。墨子的直系祖先目夷为宋国贵族，并被宋襄公任命为辅政的“左

师”；但到鲁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目夷的后代鱼石，因宋国发生内

乱，遂率家族投奔楚国，先被安顿到楚地彭城，后又逃到小邾国定居下来，经

几代繁衍，沦落为平民。所以墨子从小就参加生产劳动，在手工业技艺方面

受过十分严格的训练，故能在青年时期就成为享有盛名的“大巧”工匠。 ，

墨子能独创墨家学派，与他特殊的出身、经历、追求以及当时社会环境

有直接关系。墨子的家乡“三邾地区”，是当时农业、手工业都高度发达的

“邾娄百工之乡”；与小邾国毗邻、并作为小邾国宗主国的鲁国，是当时中国

文化和儒学的中心。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墨子有可能精研中国古代学术

经典和儒家文化，并从生产实践活动中总结归纳出自然科学知识和逻辑学

知识。墨子勤于观察思考，并亲身体会和了解“农与工肆之人”的深切感受

和思想感情，所以自年轻时就立志效法圣贤，救世救民。他在全面批判儒家

思想并继承儒家某些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救世主张，创立了不同于儒

家的墨家学派。

墨家学派有共同信仰和宗旨，有着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系统。墨子通过

大力兴办教育，广收门徒，严格训练，培养了一大批墨门勇士，并把他们分派

到各国做官从政，直接实践墨家主张。墨子本人更是一个勤于实践、身体力

行、甘于布衣蔬食、严于律己的社会活动家。为了壮大墨家学派和实现他的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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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张，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先后游历过鲁、齐、宋、卫、楚等国，上说

王公大臣，下教普通百姓，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得到了许多国君大臣的尊

重，壮年时即获得“北方贤圣人”的赞誉。发生在公元前444年著名的“止楚

攻宋”事件，是墨子推行他的“兼爱非攻”主张的成功范例。据专家考证，墨

子生于鲁，长于鲁，成名于鲁，老而至楚，在他晚年离开人世时，墨家已可与

儒家分庭抗礼，成为“天下显学”。

墨子的基本思想和墨家学说的主要部分，现存于流传至今的《墨子》五

十三篇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原有七十一篇，到北宋以后就只

剩下五十三篇，亡佚了其中不知确切篇名的十八篇。

对于墨子各篇的作者及撰写年代，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尚贤》、《尚

同》等“十论”二十四篇，是墨子本人讲学时使用的讲义，因门下弟子记录不

同而出现了语言表达和文字繁简的差异，但基本思想在实质上没有很大区

别。《亲士》、《修身》等七篇，由墨子自著，可看做是墨学概说，主要是对“十

论j’的补充和发挥。《备城门》等“城守”十一篇，是墨子弟子记录墨子的谈兵

记录，主要反映了墨子的军事思想，其中几篇可能经过墨家后学的补充和改

写。《耕柱》、《鲁问》等“墨语”五篇，是墨子弟子记录墨子的言论和活动的，

不属于墨子本人的著作，但对于理解墨家学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广义《墨

经》六篇，学术界分歧较大，一般意见认为，《经》上、下两篇，主要由墨子本人

撰写，不排除墨家后学对某些条目增删的可能。《经说》上、下以及《大取》、

《小取》四篇，系由墨子弟子和墨家后学依据祖师墨子宗旨扩充发挥而撰成，

前后撰写时间可能经历了近百年。

墨家学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以政治学说为

核心的人文思想，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历史、宗教诸种思想，主

要反映在“十论”二十四篇、“城守”十一篇、“墨语”五篇和“概说”七篇中。二

是逻辑学，主要包含在广义《墨经》六篇中，《墨子》的其他篇章特别是“十论”

都自觉地运用了逻辑学知识。三是数学、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主要

包含在广义《墨经》六篇和“城守”十一篇中。墨家学说的根本宗旨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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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义”是“十论”的中心和根据，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相爱，

交相利”。又因为“为义”是“天志”(上天的意愿)，天志即是墨学的总纲。为

贯彻上天之志，就必须“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这是“用义为政于

国”在政治、军事、人事、道德方面的要求，而“节用”、“节葬”、“非乐”则是在

物质、经济和生活方面的主张，“非命”、“天志”、“明鬼”是推行“义事”之必

需，是墨家在宗教信仰方面提出的理论。自然科学知识是墨子对墨门弟子

提出的为实现“为义”的主张必须具备的知识素养。墨家逻辑学是墨家全部

学说的基本思想方法和理论依据，也是墨家学派区别于先秦诸子的最鲜明

的特点所在。

墨家学说自产生至今，2．400年间，兴衰沉浮，大起大落，其历史命运的坎

坷多变罕有其匹。自战国初年到秦王朝建立之前，墨家学说由于准确表达

了由奴隶上升为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的普通劳动者的愿望，也由于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某些政治要求，因而受到了广泛

而持久的欢迎。墨家弟子及后学弥众，遍布各诸侯国。墨家学说的影响也

日益扩大，以至孟子惊呼：“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o”战国中后期，墨学作

为“天下显学”大有压倒儒学的势头。及至秦汉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墨

学由于从根本上背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政治需要，开始衰落。到汉武帝“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墨家学说完全退出了官方学术讲坛。在其后近两千年中，

墨学遭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鄙视和冷落，沦落为民间私学，渐不为人知，

几成绝学。

鸦片战争以后，国内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救亡图存、不断寻找救世良

方的过程中，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以及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家，陆续把目

光投向沉埋千年之久的《墨子》，开始发现和挖掘墨学自身存在的价值。20

世纪前30年，在梁启超、胡适等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墨学研究蔚然成风，

对《墨子》的朴学工作和《墨辩》研究，都作出了卓著的成绩，墨学开始复兴。

20世纪的最后10年，墨学研究进入了全新时期。一方面，以墨子里籍

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契机，成立山东省墨子学会、山东省墨子基金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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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墨子学会，建立了大型国际墨学研究中心和墨子纪念馆，先后召开三次

全国墨子讨论会和五次国际墨学研讨会，从而使墨学研究得到各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基金、有研究基地、海内外墨学专家合

作共进的新阶段；另一方面，墨学研究在指导思想、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手

段上都与以往有着根本不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足以迈越前贤。这时期不

仅对墨学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而且发表一大批高水平论文，出版

几十种学术专著和数种墨学大型丛书。墨学开始走向世界。墨学在20世纪

的再度复兴，最深厚的经济社会根源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

完善，在于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强烈呼唤民主与科学，而中国学术界正

是从古老的墨学中再次发现了它所包含的现代精神和现代价值。这充分说

明，墨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是

具有永恒价值的。墨学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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