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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鲁班是个能工巧匠商且是被神化了的人物，我妇从

事建筑业的同仁应当熟知他。还是在 1993 年的春天，王

弗同志向我们建议是否编一本有关鲁班的书，我钉截赞

同他的建议，并将共同积累的资耗交给了他，由他来主

编这部书号最后我们共同研究，掉这本书定名为《鲁班

志》。应该说，这本书是经过深入研究的，其论点也是

正确的口出版后受到建筑界广泛的欢迎。

之后，王弗同志建议，为了精益求精， <鲁班志》

这本书可否修订再版，以增加必要的资料，并在技术上

加以改造。我们也很赞同他的观点 G 不幸的是，王弗民

志逝世了，他生前已无精力编寨这本书。我们不得不重

新组提来完成这项事业，将修订耳版的《鲁班志》定名

为《鲁班史略)，并决定政由内部发行。

在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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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营造者的功劳也记在了鲁班

的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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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来的〈鲁班志》也好，现在

的《鲁班史略》也好，它蔬包括鲁班的史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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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史略，也是查询鲁班资料的工具书。

《鲁班史略》基本保持了原《鲁班志》的架构，第



一编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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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和《战 E 策》

中的"公赣般为楚设事L"，以及《持他传》中的"墨

子"，基本上是一个资料，只是语言有繁有简商已 o 在

这部书中均一一摘录出来，虽有重复也有好处，能够使

读者弄清楚各种不畏的古籍中对鲁班是如何记述的。第

二编关于鲁班资料，很多文章也互有重复，但为了保持

原文，也只好如此。因为它是汇编的资料，也不宜去统

筹玫写 G 第三编关于《鲁班经}，我们捷录了明·崇祯本

和清封本的《鲁班经匠家镜》的 E 录，过多搞编并无多

大意义。第四编、第五编均作 7 一些必要的补充和制

节。

《鲁班史略》比《鲁班志》的内容丰富了，鲁班已

形成了一种文化。明清以来，人信为它建祠、建庙、过

鲁班节、编神话故事、书写撞联，它发展为建筑有帮特

有的文化。现在建筑业建立的鲁班奖，塑鲁班像，并吟

诗作贱，已成为建筑业特有的企业文化，其目的是转立

企业形象，凝聚职工聚力，以促进企业的兴旺发达。

《鲁班史略》的出版，是对建筑业的文化建设一大贡献。

萧相袁镜身警

2∞1 年 5 月 28 日

*注:萧桶，建设部原副部长:袁镜身，原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

2 



序言

从历史发展的现点说鲁班

文献摘录

目录

《札记·擅弓下〉关于公输般的记述…………. '"' . .. . . .. . .. .. .. . . . . .. ..…. 7 

《墨子》中《鲁问》、《公输》两篇的原文与自语今译......... 10 

《墨子》中《鲁问》、《公输》两篇关于对公输子的记述…… 15

《孟子·离委章句上》关于公输子的记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吕民春秋·镇大览》关于公赣般的记述……….........……. 20 

《战国策》关于公输般的记述.. . .. . .. . . .…...........……............…. 21 

《淮南子》关于公输般的记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盐铁论·贫富篇》节录. .. .. .. .. .. .. .. .. . .. . . .. .. .. ..…......................……'24 

《论衡·需增》节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神给传》之《墨子> .............…. .. . . .. . . .. .…….................……'25 

《中昌神话传说辞典》关于"公输般"之条目.. .. . .. .. . . .………. 26 

关于"公输盘"之摘录…..................….. .. .. .. . .. .. . .. .. .. .. .. ... . .. .…. 26 

鲁班资料

一个武甫的工艺大持一一一巧迂鲁班….. . .. . .. . . ..……. .. .. .. .. .. .. .. .…. 29 

鲁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 

鲁裴先押掠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吕最早的创造发明家一一鲁班… .10 10 • • 10 • • • • • • • • • • • • • • • .…….. 38 

《香港建设}中的鲁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 • .…. 43 

谈匠~草之捏一一公输般……. . . . . .……....................~.….. 51 

鲁班与公赣般是一个人吗? . ~. 10.. ..…. . . . . ~ .. . .…. ... 10 • • ..... •• • • •• 55 

《公赣》中的鲁班…………. . . . . . . . ~ . . . . .……………….......... 58 

锯、越发明者一一鲁班. . .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鲁班起木为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读书札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斤斧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 

鲁班经

鲁班经.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9 

《鲁班经》评述. . .. . . . . .………. . . . . . . . .…………雹. . . . . . . .……… .80 

国家图书馆藏两种版本《鲁班经》目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国家图书馆藏两种版本《鲁班经》部分书页照片………… I∞

稀世珍藏一一鲁班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 

对付溪县新发现之《鲁班经》的考析. . . . . . . .……….......... 122 

鲁班裙及棒话传说

太原晋祠的公辑子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5 

菌县的公输子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 

济南市千铮 w鲁班祠……. . . . . . . .…………. . . . . . . . .…………. 128 

晋城市关帝店内的鲁班殿………….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9 

四 )11 省江油市窦理由关于鲁班殿建设年代的追踪………… 130

2 



柳州鲁班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6 

大足石窟中的鲁班像………. . . . .. .. . ..….............. ....... ...... ........... 139 

香港鲁班节与鲁班茹…………. .. . . ... .. . .. . .. .. . .. . . . ..……….......... 141 

重庆地区的鲁班会史料………….............................…. 151 

聊城先岳楼鲁班应及鲁班的传说.. .. . .• . . .. . . .. . .. ..……. . .. . . . .. .. .…. 153 

赵州桥的传说(蹄:赵州桥的设计者一李春)….. .. . .. .. . . .…. 159 

鲁班祖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2 

鲁班的故事................................…..................……. 167 

鲁班修嗖堂寺.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5 

南北嚼堂寺的传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7 

飞来殿和掉坊池…….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 

漳江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3 

鲁班星与大行隧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5 

香山帮建筑工涯拜~事习俗.. . . . . . . .……………………………. 187 

小放牛......................................……….. . . .. .. .. . .. . .. . .. . . . . . .. l Ç)() 

鲁班祠店对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1 

先华耀当代

鲁班殿·水木公费·营造公会

一一我国建筑业行会组织的发展源流.... ...... ........... . ..... . 195 

中建一局五公司的鲁班文化………….......................…. 218 

建筑工程鲁班奖驰誉全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225 

崇高的荣誉 历史的丰碑….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8 

中犀建筑业联合会关于设立建筑工程鲁班奖的决定……… 229

3 



中医建筑业格会关于娃续在全行业开展

建筑工程鲁班奖评选活动的决定……………………… 23到O 

建设部关于决定

"中匮建筑工程鲁班奖〈罢家优质工程)"的通知.….. .….川. .….. 2刃31

建设部 中国建筑业协会关于旗发 19剪96 年度"中国建筑工

程鲁在奖(国家住震工程)"的决定….................. 232 

中国建筑业协会关于旗发

"创鲁班工程特躬荣誉奖"的决定. .. .. .. .. .. .. ..….............…. 233 

中国建筑业协会关于"吕家优质工程"

及其评选有关坷题的通知……….................~.............. 234 

1987-2(阴年度建筑工程鲁班奖

获奖工程单位名单……….. .. .. .. .. .. .. ..…………….. .. .. .. .. .. .. .. ..…. 236 

《鲁班志》编后记………….. .. .. .. .. .. .. ..………….........………. 299 

《鲁班史黯》编后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2 

4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说鲁班

萧桐

鲁班是妇需皆知的建筑工匠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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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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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界被尊为捏师

并崇拜为神?对此应当有个正确的自答。

鲁班大约生于春秋时期鲁定公或鲁哀公的年代(公元前 5∞

年左右) ，小于孔子，长于墨子。《墨子》中的《鲁闰·公输》篇，

从主张不要战争的角度，描述了公输之巧。《吕民春秩·慎大览》

也写了公输般之巧。《孟子·离委》章中说:"离委之明，公输子

之巧，不以就短不能成方园"。兰州大学编著的《孟子译注》中

解释:"公输子，名般，鲁国人，因之叉口斗鲁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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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市古的一些注释，说鲁

班与公输般是两个人，但都是巧匠。这个题吕只是学术上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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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定的工匠祖膊，鲁班与公输般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人11'丁并不

重视。尊崇鲁班为精工巧匠，革薪、发明了许多木工工具〈例如

墨斗、锯子、笛子等) ，这是 2脚年来人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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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木作工具的革薪和发明，对建筑木构架的规则化和建



筑艺术的发展，对农具和人民自常生活用具的制造，起到了划时

代的作用。商辑(公元前 1刷年)有了青铜器，西周〈公元前

11∞年〉有了铁，到东蜀的春秩时代(公元前 8∞年) ，铁制工

具开始出现和普遍运用，从南才有了发明成套的木作工具和制作

木铁机械的条件。夏朝(公元前 1刷年以前)开始制作砖瓦，

烧砖瓦花烧陶器的技术要简单，但砖瓦反而比陶器晚了 15∞年

以上，医为那时生产落后，还没有条件用砖去取代房屋建筑所用

的主墙。从开始有砖，过去了六七百年，在《周扎·考工记》中，

还没有砖墙的记述。它所i己述的是打极筑墙要用绳子束摄，记述

的是瓦屋架和茅草屋架高度和进深的比锅。

古建筑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设想，在铁窜~工具出

现以前，盖房子能够很规则吗?史载"黄帝有熊民始建宫室

那时候，石头作斧头，骨头作锯，能建造像样的宫室吗?以后使

用锅作工具，也有很多条件限制O 肆商统治者己有"六工

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专门从事这几方面的专

业劳动(也可能包括早期的研究〉。攻木、攻金，这是建筑工匠

的基本要素。到鲁班的时候，攻木、攻金的技术已有限泊多年

的历史，而铁苦苦工具的使用，则成为鲁班发挥聪萌才智的客观条

件。封建社会使奴隶成为自由民，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

分工。农业发展需要大量农具，农民定居不仅要盖房子，还需要

家具和生活器里。不仅封建统治阶级需要工匠，去从事宫庭、祠

庙的建筑，而农业的发展也需要工匠。工在是农业社会发展不可

缺少的专业力量。这个专业的影成和发展，是尊崇鲁班为宗师的

社会基础。

把公输般称为鲁班可能是秦朝以后的事。凡春秋时代的文

献，都是称为公输般。《墨子上《吕员春秋》、《孟子)，都是写的

公输鼓。汉朝王充所著的。仑衡》中，是称鲁般的。他在《需增

2 



篇》中，把鲁般、墨子列在一起，这与公输般造云梯攻宋丽受到

墨子阻止的故事梧合。王克在论述这篇文章中还引证了一个故

事"犹世传言曰:‘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

木人梅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从这

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汉朝已有鲁班工巧的民间传说。我{门可以作

这样的最设:秦统一中国后，传旗公输般的故事，还得加上鲁国

的时候有7个公输般，这未免有点罗嗦，因丽演化为"鲁班"。

还有一种可能，在公元前的 256 年，鲁国至鲁顷公而国亡，迂于

下邑，子孙西以鲁为姓氏。公输般或者在生前得到鲁王的腾姓，

或者他的子弟也在鲁亡后以鲁为氏，而公输般也通称鲁班。不论

何种原因，人们的夺目中，旱已把鲁班、公雏般看成是一个人，

然而这两个名字还是共存的。后世惨的鲁班庙，有的叫鲁班祠，

有的叫公输子祠。我在出西的悬空寺看到悬崖蜻壁上有梧题字，

写的是"公输天巧"。有的文人把鲁班称为公输子，市民间代代

梧传和崇拜的则是鲁班。这和民间供奉观世音菩萨一样，谁也不

大过问他的真实姓名和经历。

木工和建筑工匠是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齐鲁已有

相当发达的手工业，皑白营造着诸侯的王宫，营造着城邑。秦统

一中医后，国都和城邑已相对稳定，商业开始兴盛，木工和建筑

工匠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桂牧〈距秦辑已有 l栅年的历史〉所

写的《阿房宫赋)，所描绘的秦王朝建筑，我不相信有那么漂亮。

但是，到了秦朝，比较精致的木构架已经形成，砖瓦也用到了宫

室。班圈〈公元 32-92 年)所写的《商都赎)，描绘了汉王朝首

都的繁华和某些建筑的技术。到了唐朝，不仅单体建筑有了较高

的技术水平，建筑的整体布局也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如此才产

生了王勃的《藤王阁序上桂牧的《间房宫戴》那样黠炙人口的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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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匠一方面为皇家和官署服务，一方面也受雇于私人营

造或出售自己的手工业产品。我国从秦朝之后，就进一步确立了

工官制度，皇宫、棱塞、社庙以及官府建筑，都是由专门的工宫

来监督营造，民间的营造则是一种商业交易。建筑营造主要是木

作。木工虽无离深的技术，但土木建筑要璧得规楚，要知道n窗

和各种梅件的尺寸，要懂得家具的尺寸，要有精巧的技艺。木工

要懂木雕，石工要懂石雕，本瓦工、石工都要拜ø事求艺，这是行

帮出现的社会背景。拜师，还得祭祖ø币。鲁班被尊为建筑工匠的

祖膊，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的。鲁班何时被尊为祖师还没

有资料，但鲁班祠的修建可能在宋元时期。济南千佛也的鲁班祠

始建于宋元，但民i司尊其为捏!那要早于这个时间。

宋元之后对鲁班的传说越来越广。宋以后编写的《木经》、

营造规则一类的书，也寇以鲁班的名字，称为《鲁班经》。很多

有名的建筑构思巧妙、营造难度较大的建筑，也传说是鲁班化作

神f出来建的。甚至隋朝大业年!可〈公元 605-617 年〉由工E李春

之手所建的赵州桥，也说是鲁班修的。神语毕竟是神话。 j日社会

的建筑工匠是没有地位的，那时人们也不知道广告宣传的效应，

但尊重鲁班，使鲁班的传人也增加了光彩。现在，当我们看到那

些瑰面商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时，总会情不自禁地为鲁班后人的

功绩而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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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摘录

句.- " 

鲁班像



探索匠师公输般，

辑集支迹一篇篇 O

千古悠悠营建史，

鲁班大名传人间 O



文献摘录

现将从春秋到晋棋有关公输提{鲁班)的史拌，接历史椅顺

序捕录于后，共 12 篇。

这些史料没有正面写公输般的，公输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

罩，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然 ili1他的技艺和薪尽义传挂过了文字

记录。摘录的这几篇文章，都是在论述某一观点的时侯来引用公

输般的。公输毅的名字，最早见于《札记·撞弓下}，这是儒家论

述非礼的行为不能采纳，而拒绝了公输般关于用札关(木制机

具〉下桔子坤的建议。对公输般写得比较多的是《墨子》。这里

将两个版本的{墨子》关于〈鲁问》、《公输》的文章都摇录下

来，供读者参考。这两个版本的共同点都是宣扬墨子的义，而公

输毅不过是个陪衬人物。《战囡策》中关于公输握的记述，只是

《墨子》中的简化。《孟子上《吕民春秋》、《淮南子上《论街》中

关于公输般的记述，都是作论述观

子》中￡记己这的材料G 晋朝葛洪所著的《神仙传}，写的是墨子，

所用的资料是《墨子》中的《公输》篇。宋元，以后关于公输般的

记述，已经不是史料，而是演义或者神话了。

《礼记·檀弓下》关于公输般的记述

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公输若，匠师。方小，年肖



钩，未知礼也。)敛。般请以杭封。〈敛，下棺于搏。般若之族多

技巧者，见若掌敛事，雨年高钩，般请代之，而欲尝其技巧。 O

般音班。)将从之。〈时人服般之巧。)公肩假1=1 0 不可。夫鲁有

拐。公室视丰碑。(丰碑，研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搏能后，

四角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纤绕，天子六纤、四碑，前

后各重鹿卢也。〉三家祖桓握。〈新之形如大撞耳，因植谓之垣。

诸侯匹纤、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纤、二碑:士二纤、无碑。)

殷尔以人之母尝巧，那岂不得以。{以，已字。〉其无以尝巧者

乎，其病者乎。嚷。弗果从。

[蔬10此一节论非礼尝巧不从之事。。季京子母死，公输

若为匠!晤之宫，年方幼小，主管窒事，欲下棺敛于扩中。其若之

族人公输般，性有技巧，请为以转动机关芝雨下蓓，时人服般之

巧。 0将从之时，有公肩假止而不诗，曰:不可为机室之事。夫

鲁有初始i日礼，公室之丧视丰碑丰大也。谓用大木为碑，三家之

葬视垣撞也。桓大也。握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撞柱，言之i日事，

其法如此。遂呼殷之名，般不得以人之母丽尝巧乎，尝试也，欲

以人之母试己巧事，谁有强逼于汝而为此乎，岂不得体己者哉。

又活之云:其元以人母尝试己巧，期于汝病者乎，言不得尝巧岂

于汝有病。公启银既告般为此言，乃更嗦商伤叹，于是众人遂

止，不果从般之事。 0公输若军师。.. .. .. .. .. . 

[白话:

季康子的母亲死了，由公输若来主持下棺于搏。公输若系匠

师，年纪尚小，不懂得礼法。公输若之族多有技巧，见若年幼，

公输般请求代行这件事，用一个机关把棺材下到搏里，人们都很

信服公黯般之巧，打算这样来办。这时，有个盹公窍假的制止

说..不可 j 鲁型过去就有18礼，公室的 18礼是看你的丰碑，碍

是用大木砍成的，在搏的前后，树在四角，中闰用鹿卢下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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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大的握柱，诸侯四纤、二碑，大夫二纤二碑，士二纤、无

碑。这是以前的礼法。我幻仲孙、叔孙、季孙三家，要比照国座

大碑的方法下葬。般呀!你不能以人之母来尝试用机关下擂之

巧，谁又强逼你这么办呀!如果像不是为了尝试用机关下棺之

巧，那么，这也是懵于礼的一种过错呀!唉:你算了罢。"于是

人信就不按公输毅这个办法做了。

编者说明:札记系由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珑按注、疏的

解释，译为白话。接，公输若年幼方小，而为匠师，匠婷是管理

百工的宫，年幼为匠婷，其原因待考证;公输般系公输若的族

人，不过是个普通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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