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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16 日凌晨，中国成功发射了一颗以量子通讯实验为主要任务的卫星“墨子

号”，重新唤起了民众对墨子的记忆。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据任继愈先生考证，墨子是鲁国人，生

于约公元前 480 年，卒于约公元前 420 年。墨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中人数仅次于儒

家的一大学派。直到汉代初期，墨学还属于“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之一，紧



排在儒学之后。历史上墨家的地位，《吕氏春秋·不侵》评说：“孔、墨，布衣之士也。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但从汉武帝开始，统治者推行了董仲舒主张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唯一的正统思想，以至除道学之外，

墨家和其他学派在汉朝之后渐渐陈迹湮灭。道学得以残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道家崇尚自

然、主张清静无为并反对斗争，因而从不危及历代政权。 

《庄子·天下》说，墨子“好学而博”。事实上，墨子成果累累，其学派思想不仅是中国

哲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包含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能与古希腊文明相匹敌的科技萌芽，

为诸子百家其他学派所没有。墨家学派著作总汇是《墨子》，原有 71 篇，现存 53 篇，

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等 4 篇合之为《墨经》，是《墨子》

的主要组成部分；再加上《大取》、《小取》两篇，称为《墨辩》。《墨子》系列著作是

墨子的弟子门徒根据墨子讲学笔记整理而成。 

与其他学派截然不同的是，墨派除了讲思想、讲哲学、讲道理之外，还做科学技术研究并

动手进行实验。蔡元培有评语说：“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墨经》中也有记述：墨子

“巧传则求其故”，即他善于追本溯源，探求工艺技巧背后的科学原理。 

比如光学，《墨经》列出 8 条基本原理。其中有关小孔成像的描述：“景，光之人，煦若

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

这一论述比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 350 年的纪录早几十年，并且还提供了希腊人没有做过

的实验记录。直到在一千四百多年后，小孔成像原理才被物理学解释清楚，并衍生出现代

摄影技术。《经说》中还有关于光的其他准确描述，如折射：“景，日之光反烛人，则景

在日与人之间”、影子长短与物体高低成正比：“景之大小，说在柂正远近”、凸凹镜面

成像：“鉴，鉴者近，则所鉴大，景亦大；其远，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正”，等等。

2016 年中国“墨子号”通讯卫星以这位古代学者命名，纪念他对光学的贡献，实在是荣

耀重归，令人鼓舞。 

又比如力学，《经上》记录了墨子关于“力”的定义：“力，刑【形】之所以奋也。”意

为，力是驱使物体运动的原因。他举例说，把重物由下向上举起，是由于有力的作用。墨

子同时指出物体在受力时会产生反作用力。他关于“动”与“止”的描述，认为“动”是

由于力推的结果，而“止”则是物体经一定时间后自行达到的运动状态。不过墨子并没有

明确引入阻力的概念。这些事实表明，墨子已经表达了后来牛顿运动学和动力学的一些基

本思想。《经上》记载有墨子的学说：“止，以久也”（力可以让运动长久静止下来）、



“止，无久之不止”（静止是没有时间的运动）、“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相反的

力合而为一时会产生对抗）、“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平衡杠杆再加重物的一边必

会下垂）、“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不均也”（发丝均匀的话，悬重时不会断；轻轻

的重量就使发丝断开，是由于它不均匀），等等。 

再比如声学，墨子对声音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陶制坛子）有放大声音的作用。

《墨子》记载有墨子的主张:“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聪耳

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他建议制造四十斗容量的大坛子，在坛口蒙上

皮革，让一个听觉灵敏的人伏在其上测听从地下传来的声音以确定敌人挖地道攻城的位置，

然后便可挖地阻击。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懂得声音共振原理，这个战术案例表明他已具

有相当丰富的声学知识。 

还有数学和逻辑学。墨子精心研究过数学、逻辑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数学方面，墨子把点、线、面、体分别称为“端”、“尺”、“区”、“体”，并给出它

们各自的定义，还约定“端”是不占有空间的，和后来的欧几里得几何异曲同工。《经上》

说：“体，分于兼也”（部分来自整体）、“平，同高也“（两平行线间距离处处相同）、

“圆，一中，同长也”（穿过圆心的所有径线长度相等）、“圆，规写交也。方，矩写交

也”（圆是用规来画一圈而成，方是用尺来画一周而成）、“次，无间而不相撄也”（次

是切，撄为割，即圆的切线不留空隙但不相割），还有其他一些当时颇为艰深的平面几何

结果。 

逻辑学方面，《墨经》引进了“辩”的概念，即辨思和辩证。墨家逻辑纲要《小取》中说

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便是“辩”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过程。《墨辩》包

含了关于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逻辑学详细论述。梁启超认为墨家逻辑可与古

希腊亚里士多德、英国培根和穆勒以及印度陈那等多种学说相媲美。梁启超对墨子颇有研

究，著有《墨子学案》、《墨经校释》等书。他指出：“在我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

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他还指出，《墨经》是“世界最古名学[逻辑学]

书之一”，其内容“与今世西方学者所发明，往往相印。”梁启超曾感叹道：“只可惜我

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世界文化民

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

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胡适也肯定了墨家逻辑的世界意义，说：“墨家的名学在世界

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事实上，胡适 1915—1917 年间在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攻读哲学，其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名学史》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墨学逻

辑；1918 年胡适把论文增编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墨

家的哲学与逻辑。胡适认为《墨子》是当时“真正有价值的唯一著作”，把墨子誉为“伟

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英国著名汉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曾经感叹：“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线如果继续发

展下去，可能已经产生欧几里得式的几何体系了。由于《墨经》只有非常凌乱而残缺的版

本流传下来，我们确实不能肯定地说他们从来未超出这个范围。但是，即使他们曾超出这

个范围，他们的演绎几何也始终只是一种特殊学派的秘密，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影响到

中国数学的主流。”这件事本身，也折射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曲折和不幸。正如蔡

元培所说：“墨学的中断，使中国科学不得发达。” 

谈到墨家的宇宙观。《墨经》说宇宙由“久”（时间）和“宇”（空间）组成，其中充满

了“名”和“物”。《经说上》指出时间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久：有穷、无穷”。

《经说下》又进一步指出：“宇徒而有处，宇南宇北，在旦又在暮，宇徒久。”阐明了物

体运动和时间及空间的关系。《墨经》还引了“无久”的概念，界定了运动从静止到开始

的瞬间是没有时间的。 

大多数文史学家关注的当然是墨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文化学说，留下了不少记录和评论。

韩非《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和孔子有弟子三千一样，墨子也有很多门徒。

《吕氏春秋·有度》说：“孔墨之弟子徒属充天下。”但遗憾的是，甚至连司马迁的《史

记》都没有为墨子立传，他仅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写了两句话：“盖墨翟，宋之大

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就是说，墨子大概可以与孔子齐名，

或仅次其后。 

今天，对比一下孔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和文史观念，会发现他们其实很对立。孔子怀恋西

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尊重周礼仪乐，以伦理言辞力辩其合理性。墨子则相反，认为

这不恰当也不合时宜，主张改革，芟繁就简、以新代旧。事实上，墨子对儒家的批评是多

方面的。《墨子·公孟》记述，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一，儒家不信

鬼神存在，墨家则主张天志、明鬼，说他们会惩罚坏人；二，儒家坚持厚葬父母，要守丧

三年，墨家则认为这是浪费财富精力，主张节用、节葬；三，儒家注重音乐礼仪，墨子

《非乐》则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四，



儒家相信天命，墨家则主张非命，认为天命说会导致人们坐等时运、懒惰不勤。《墨

子·非儒》还说：“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

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尽管严重对立，儒

家子弟对墨子依然十分钦佩敬重。《孟子·滕文公下》记述了孟子的感概：“杨朱、墨翟

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不过，墨子并没有批评儒家关于“仁”和“义”的核心观念。墨子也宣扬仁义，但有不同

诠释，泛指“兼爱”。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兼爱》记有墨子的话：“夫爱人者，

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

之。”由此理念延伸出去，墨子认为推行兼爱，还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尚同》阐述了

墨子的国家政治学说，认为国君的权威来自人民意志和天帝意志。他认为，国君的主要任

务是监察人民的行动，奖赏实行兼爱的人，惩罚不实行兼爱的人。而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

点，君主权威是必须和绝对的。他主张的“尚同”，只是指下与上同。至此看来，各朝皇

帝君主理当推崇墨子学说。可是，墨家却极力主张“选天子”。据《尚同》记载，墨子反

复强调他关于选天子及选地方官员的主张，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於无政长，是故选

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

三公。”这当然不是世袭君主们所能接纳的。另一方面，由于儒家在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一

直占领主导地位，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政治主张和伦理观念已经全方位

地支撑着统治者，墨家的学说并没有得到支持和培植。 

作为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墨子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创立并带出了一个大学派

就是最好的佐证。《经上》说墨子认为知识的获取和传承有一个实践过程，就是“知，闻，

说，亲；名，实，合，为。”墨子也是最早倡导和践行素质教育的学者。他主张教育要培

养“贤士”。由于他的贤士第一标准是兼爱，故亦称为“兼士”。《墨子·尚贤上》列出

了三条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人的这种全面素质并不是天

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达到。成语“墨悲丝染”出自《千字文》的“墨悲丝染，诗

赞羔羊”。这两句话基于《墨子˙所染》里的故事，说墨子来到染坊，看到纯白的丝被放

进染缸后，拿出来时变得五颜六色，因此感慨育人就像染丝，要非常负责和慎重。墨子还

清晰地看到教育并不独立于社会环境，指出政治经济等因素对民众道德品质的影响。《七

患》中有墨子之说：“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墨子教育的成功还有赖于他的逻辑推理能力和辩证教育方法。《墨子·鲁问》讲了个故事，

说鲁国有个隐士吴虑，自比尧舜，于是墨子前往拜访切磋。吴虑对墨子说，你整天讲什么

仁呀义呀，自己做就是了，何必到处宣扬呢。墨子回应道，如果我自己种田给天下人吃，

每人得不到一升粮食，不能让所有受饿的人吃饱；如果我自己织布给天下人穿，每人得不

到一尺衣料，不能让所有受冻的人穿暖；如果我自己披甲上阵，只当一名士兵，挡不住敌

人千军万马。这不如我去上说君王、下劝百姓：如果君王听从，则得国泰；如果百姓接纳，

则得民安。我虽不耕不织，人人可得温饱，不是更好吗？吴虑闻之在理，但仍未认输。墨

子进而反问：假设天下的人都不会耕种，那么教会他们耕种的人和只管自己耕种的人，谁

的功劳更大？吴虑回应，当然是前者。墨子再问：打仗时击鼓励兵的人和只管自己冲锋的

人，谁的功劳更大？吴虑回应，当然也是前者。这时墨子便转回议题，说当今天下百姓都

不知仁义的道理，宣讲这个道理不是比只顾自己去做的贡献更大吗？吴虑为之折服。 

墨子还是一位军事家。他知人善任，曾经带出组织严密和法纪严明的墨家团队。《淮南

子·泰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但是墨子主

张“非攻”，《墨子》里没有一篇是讲攻击的，却有 9 篇讲述防御战术和守城器械。墨子

详细介绍和阐述了自卫城墙的悬门结构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还有弩、桔槔和各种攻守

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墨子谙熟多种兵器以及机械和建筑，并有

过一些发明创造。据记载，墨子曾花了 3 年时间研制出一种飞行“木鸟”（风筝）。他又

是一个精通机械和力学、懂得制造高效车辆的技工，所造之车速捷省力而且结实耐用。 

关于墨子卓越军事才能最生动的例子，是《墨子·公输》中记录他“止楚攻宋”的故事。

有一次，楚国筹谋侵略宋国。楚王雇用了一位著名机械师公输般，他会制造各种攻城器械。

墨子知道后，就带着自己发明的防御器械前去楚国劝阻。他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演习了各

自的进攻及防御器械。公输般试用了 9 种不同的新型进攻器械，9 次都被墨子击退。公输

般不服，还说：“我现在知道怎样打败你了，但是我不愿意说出来。”墨子回应道：“我

现在知道你的办法了，但是我也不愿意说出来。”楚王问墨子这是什么意思？墨子回复：

“公输般是想杀我了事。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持有我的这些防御器械，在

宋国的城楼上等候楚国军队。你们就算杀了我，也不能打败宋国。”楚王听罢，长叹一声，

说：“算了，不要出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