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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墨子》一书记录了先秦时期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的思想言行和生平事迹，也反映了墨学及其后
学的活动与学术成果，是先秦墨家的集大成之作。
　　墨子名翟，战国初年鲁人，约生于公元前466年，卒于公元前400年。
出身于“贱人”，即平民。
　　墨子之生平，已难得其详。
据《淮南子·要略》云，他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后因察其有诸多弊端，与己救世之志不合，故毅然别树新帜。
他之创立墨家，主旨在倡导人们相互友爱（“兼爱”），反对侵略（“非攻”），进而建立一个政治
贤明万民安宁的社会。
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初期他即开始收徒讲学，以积聚力量，同时开展游说活动。
他之游说，北至于齐，南及卫楚等国。
在齐，他劝齐将项子牛不可伐鲁，项氏不听。
至楚，墨子将自己所著之书（其书不详）献给楚惠王。
楚时为好战之大国，惠王推辞不受，亦不接见。
楚臣鲁阳文君言惠王：“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
”于是封以书社五里，墨子不受而归。
楚惠王死于公元前432年，其时墨子约三十七岁，则献书事当在其前。
凡此之事例，说明墨子虽风尘仆仆地宣扬“兼爱”“非攻”主张，但事与愿违，并不能起到制止侵略
的作用。
于是，他在继续宣扬自己主张的同时，不得不谋求以实力防御来对抗侵略，因而着手组建军事组织，
这是策略上的重要转变。
司马迁称其“善守御”，正道出了此策之成效。
人们传颂他“止楚攻宋”之事即其显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非凡的军事素养与指挥才能。
由此可知，他已不仅是一个学派的首领，而且是一个军事组织的统帅。
墨子“止楚攻宋”之事已不知其发生之年月，似以在惠王之后简王当政之时为当，简王同样是好战成
性者。
　　司马迁言墨子为“宋之大夫”。
墨子何时在宋为大夫亦不可知，但事必与其有功于宋而赢得宋王之信任有关。
然而身为功臣与大夫的墨子在其后却沦为阶下之囚。
此事见述于《史记·邹阳列传》：邹阳遭谗下狱，在狱中他上书梁王，举述“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子
”之事例以申诉自己的委屈。
墨子见囚之内情已无从知悉，然而它为冤案则无可置疑。
至于事情发生于何年，其结局又如何，墨子是否竟屈死于狱中?则概付阙如。
　　墨子之学术思想以“兼爱”为核心，其他的重要论题如“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
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皆基于此，它们相互关联而组成一完整的体系。
　　触发墨子产生“兼爱”思想的直接原因，是他眼看统治者为了满足无止境的奢欲而把人民推入深
重的灾难之中，其中最极端的是以战争的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掠夺，以牺牲人民为代价　　而达到兼并
他国特别是弱小国家的罪恶目的。
站在平民立场上的墨子，为维护人民与弱小国家的生存要求而提出了“兼爱”“非攻”“节用”“节
菲”与“非乐”的主张。
　　在对现实黑暗否定的同时，他孕育了自己的社会理想。
他认为一切社会灾难的造成，关键是当政者不是贤人，不能爱利百姓，政治混乱，上下相背。
为此，他提出了实现贤人政治，并使天下归于一统的“尚贤”“尚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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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墨子，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详。
　　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
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
《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
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
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似属当时的“士”阶层。
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
他可能当过工匠或小手工业主，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
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
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
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
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
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
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
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
利用。
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无亲笔著作。
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
、《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
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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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墨子》一书记录了先秦时期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的思想言行和生平事迹，也反映了墨学及其后
学的活动与学术成果，是先秦墨家的集大成之作。
    墨子名翟，战国初年鲁人，约生于公元前466年，卒于公元前400年。
出身于“贱人”，即平民。
    墨子之生平，已难得其详。
据《淮南子·要略》云，他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后因察其有诸多弊端，与己救世之志不合，故毅然别树新帜。
他之创立墨家，主旨在倡导人们相互友爱（“兼爱”），反对侵略（“非攻”），进而建立一个政治
贤明万民安宁的社会。
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初期他即开始收徒讲学，以积聚力量，同时开展游说活动。
他之游说，北至于齐，南及卫楚等国。
在齐，他劝齐将项子牛不可伐鲁，项氏不听。
至楚，墨子将自己所著之书（其书不详）献给楚惠王。
楚时为好战之大国，惠王推辞不受，亦不接见。
楚臣鲁阳文君言惠王：“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
”于是封以书社五里，墨子不受而归。
楚惠王死于公元前432年，其时墨子约三十七岁，则献书事当在其前。
凡此之事例，说明墨子虽风尘仆仆地宣扬“兼爱”“非攻”主张，但事与愿违，并不能起到制止侵略
的作用。
于是，他在继续宣扬自己主张的同时，不得不谋求以实力防御来对抗侵略，因而着手组建军事组织，
这是策略上的重要转变。
司马迁称其“善守御”，正道出了此策之成效。
人们传颂他“止楚攻宋”之事即其显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非凡的军事素养与指挥才能。
由此可知，他已不仅是一个学派的首领，而且是一个军事组织的统帅。
墨子“止楚攻宋”之事已不知其发生之年月，似以在惠王之后简王当政之时为当，简王同样是好战成
性者。
    司马迁言墨子为“宋之大夫”。
墨子何时在宋为大夫亦不可知，但事必与其有功于宋而赢得宋王之信任有关。
然而身为功臣与大夫的墨子在其后却沦为阶下之囚。
此事见述于《史记·邹阳列传》：邹阳遭谗下狱，在狱中他上书梁王，举述“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子
”之事例以申诉自己的委屈。
墨子见囚之内情已无从知悉，然而它为冤案则无可置疑。
至于事情发生于何年，其结局又如何，墨子是否竟屈死于狱中?则概付阙如。
    墨子之学术思想以“兼爱”为核心，其他的重要论题如“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
”“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皆基于此，它们相互关联而组成一完整的体系。
    触发墨子产生“兼爱”思想的直接原因，是他眼看统治者为了满足无止境的奢欲而把人民推入深重
的灾难之中，其中最极端的是以战争的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掠夺，以牺牲人民为代价而达到兼并他国特
别是弱小国家的罪恶目的。
站在平民立场上的墨子，为维护人民与弱小国家的生存要求而提出了“兼爱”“非攻”“节用”“节
菲”与“非乐”的主张。
    在对现实黑暗否定的同时，他孕育了自己的社会理想。
他认为一切社会灾难的造成，关键是当政者不是贤人，不能爱利百姓，政治混乱，上下相背。
为此，他提出了实现贤人政治，并使天下归于一统的“尚贤”“尚同”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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