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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出版承

中国建筑业联合会秘书处大力支持

特将它献给

全国建筑业的同行

和对鲁班富有志趣的人竹j



鲁班先师像



舌蔑鲁班先师庙(蹬建于光绪十‘

香港鲁班芒f6月1 3日)日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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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宏昴南千镌山上的鲁班祠

千佛山鲁班祠供奉的兽班及其弟子塑强



山西普城市关帚庙内

鲁班殿供奉的鲁班黩

河北省蓟县城关镇鲁班庙



中国建筑业联合会颁发的鲁班金奖



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亚运工程特别鲁班奖努婴单泣代表

与代表合影的有：万里，李锡铭、谷段、陈希同、韩光、旷姬堂、罚振桑

张百发、干志坚、篇褐、张恩树、蒋才烂、厕钥菊、傅[章等



卫远工程特别鲁班奖颂关大会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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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鲁班是个能工巧匠而且是被神化了的一个人物，我们从事建

筑的同仁应当熟知他。1993年的春天，王弗同志向我建议是否编

一本有关鲁班的书，我很赞同他的建议，并将共同积累的资料交给

了他，由他来主编这部书。袁镜身同志也很关心这件事，他参与了

编书的全过程。最后我们共同研究，将这本书定名为《鲁班志》。

《鲁班志》是一部人物志。就其鲁班本人的事迹来讲，编一部志

书的资料是不足的。但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尊崇鲁班，

把许多不属于鲁班本人的功劳而是营造者的功劳也记在了鲁班的

帐上。因此，这部书的编写必须扩大视野，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来写鲁班。我们所以把它定为志，这里既包括鲁班的史迹，也包

括建筑手工业的发展历程，使人们对鲁班的认识有个科学的完整

的概念。这部志书，也是查阅鲁班资料的工具书。

这部志书中，汇集了若干古籍关于鲁班的记述，这些记述互有

重复之处。例如《墨子》中的“公输”篇和《战国策》中的“公输般为楚

设机”，以及《神仙传》中的“墨子”，基本上是一个资料，只是语言有

繁有简而已。在这部志书中均一一摘录出来，虽有重复也有好处，

能够使读者弄清楚各种不同的古籍中对鲁班是如何记述的。

《鲁班志》的问世是令人高兴的，我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许

多有关鲁班的零散资料，经过编者分门别类地精心整理后，使人看

起来一目了然。这部志书的出版，对建筑业的文化建设也是一大贡

献。

萧 桐

1993年11月于北京



出版说明

鲁班是中国最早的能工巧匠和创造发明家之一，被建筑工匠

尊为祖师，在海外特别是在全球华人世界享有殊荣。关于鲁班，自

先秦以来即有一些文献资料记载。之后在民间也有不少传说。然

而，有关鲁班的这些资料只散见于各处，并无专著或专辑，读者要

了解这位建筑工匠的祖师存在很大的困难。萧桐先生长期担任建

筑业领导工作，为填补这一空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披阅大量古

代典籍，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同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搜集了先秦以

来的鲁班史料，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并委托王弗同志编纂和中国建

筑业联合会秘书处组织出版。《鲁班志》这本专辑资料，是建筑业职

工了解鲁班、了解历史的好教材。希望它能激发广大建筑职工更加

热爱建筑业，并为中华民族创立更为瑰丽的建筑丰碑而努力奉献

聪明才智。’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承中国建筑史志与产业发展研究会袁

镜身会长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建筑师》编辑部责任编辑王明贤

同志也参与了工作，特表谢忱。

中国建筑业联合会张树恩

1993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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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桐

鲁班是妇孺皆知的建筑工匠祖师，我们从事建筑的，更应当

了解鲁班。 ．

’

鲁班不过是一个有名的匠师，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为

什么两千多年来后人不断加大他的功劳，在建筑界被尊为祖师并

崇拜为神?对此应当有个正确的回答。

鲁班大约生于春秋时期鲁定公或鲁哀公的年代(公元前500

年左右)，小于孔子，长于墨子。《墨子》中的《鲁问·公输》篇，

从主张不要战争的角度，描述了公输之巧。《吕氏春秋·慎大览》

。也写了公输般之巧。《孟子·离娄》章中说z‘‘离娄之明，公输子

．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兰州大学编著的《孟子译注》中解

释：。公输子，名般，鲁国人，因之又叫鲁班”。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的《千古之谜》一书，提出了《鲁班与公输般是一个人吗?》

的命题，并引了晋代葛洪、唐代颜师古的一些注释，说鲁班与公

输般是两个人，但都是巧匠。这个题目只是学术上的一个疑点，还

不足以否定公输般与鲁班是一个人的说法。鲁班是人们认定的工

匠祖师，鲁班与公输般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人们并不重视。尊

崇鲁班为精工巧匠，革新、发明了许多木工工具(例如墨斗、锯

子、刨子等)，这是2000年来人们的共识。

鲁班成为著名工匠的年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和封

建社会开始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力大大

提高。其中木作工具的革新和发明，对建筑木构架的规则化和建

筑艺术的发展，对农具和A民旧常生活用具的制造，起到了划时

代的作用。商朝(公元前1600年)有了青铜器，西周(公元前11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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