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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弟子  

墨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救世学说，也像孔子那样，广招门徒以宣扬学说，四处游说
以推行学说。在此招生授徒、宣扬学说、推行学说的过程中，形成了墨家学团。  

不论是在墨学初创、尚未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而门徒寡少时，还是在墨学产生相当
大的影响、被部分诸侯欣赏、门徒众多之后，墨子无一例外都是主动招徕生徒向他学
“天下之大器”的“义”。墨子强调学习是人天经地义的事，这是墨子“强力为
之”、 “挝而不舍”的执著精神在学习观念上的表现。  

墨子教授弟子时注重因材施教、因能分工，让学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
书，能从事者从事”，这使墨家弟子最终形成了从事、说书、谈辩这三种从事不同职
业的弟子类型。  

“从事”类弟子，即那些从事工匠技艺等体力劳动或守城保卫的弟子，他们的课
业内容是“为方以矩，为圆以规，平以水，直以绳，正以县”的五种工匠技艺，和
“学射”等军事家技艺。他们学习好了诸般技艺之后就负责建造房屋，保卫城池等任
务。  

“说书”类的弟子，即将来要传墨子之学的一类弟子，墨子则十分强调他们向书
本学习。为“后世子孙法”的“书之竹帛，镂之金石”古圣王之道，是墨子的说书类
弟子的课业内容。他们将来负责传授墨家思想学说，将墨家发扬光大。  

“谈辩”类弟子，即那些游说诸侯为官为仕的一类弟子。墨子对于此类弟子，因
他们于“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而令其“揣曲直”，即强调自身
的分析和感悟，从而将来面对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各类棘手的问题时，可以凭自己
的分析和感悟从容应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是，无论是哪类弟子，墨子都特别强调学生们在学习中对自身道德的改造。墨
子强调学习，更强调言行结合、通过学习圣人之“言”改造自己的“行”。墨子以为
那些载“道”的言语可使人改变自己的行为，可以使人改造自己的思想品质，从而加
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故强调不断诵习此类载“道”的语言，以改造自己。另外，墨子
还特别强调，无论遇到何种情况，无论挫折与成功，各类弟子都不能放弃自己的
“道”，即各自所接受的课业精华。  

墨家科学  

《墨子》 中有《墨经》。《墨经》也被称作《墨辩》，原本指《墨子》中的
《经上》、 《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由于文字艰涩深奥，原文倒
乱讹误处又较多，《墨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难读懂的著作之一，两千多年来罕有学
者为之作注。直到19世纪末期，随着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宣扬
民主和科学思想时发现，《墨经》富有当时中国十分缺少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能
够启发愚昧、解放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墨
经》、钻研《墨经》。  



他们惊讶地发现，短短不足一万字的《墨经》，却涵盖了哲学、逻辑学、心理
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内容，简直可以称得上一部百科
全书！墨辩逻辑方面，《墨经》对论辩的功用、方法和原则做了论述，总结了假言、
选言、直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揭示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逻辑规
律，使墨家逻辑成为一个系统分明、有条不紊的体系，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和
古印度的因明逻辑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逻辑。  

墨家科技方面，《墨经》的成就完全可以与古希腊的科学相媲美。（1）数学。
其数学上的成就达到了彼时的理论高峰。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墨经》就给
点、线、面、体等几何图形作出了科学的定义。（2）物理学。在物理学方面，《墨
经》几乎涉及了古物理学的所有分支。的确，《墨经》中关于光学的部分已相当完
整，系统地论述了物影的定义和成因、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和小孔成像原理、光的反射
原理以及球面镜、透镜的成像规律等光学的基本问题。(3)时空问题。《墨经》对空
虚无义的时空观念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界定和阐述。  

梁启超先生说《墨经》是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它不仅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无价之
宝，也是世界科学技术和逻辑学发展史中的璀璨之星！  

墨学影响  

孟子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墨子重民利的实利主义经济思想，开始关注“制民之
产”和“轻徭薄赋”这样的经济问题。他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明确提
出“春秋无义战”的说法，赞成诛伐有罪之君，反对掠夺无辜之民，这与墨子的非攻
思想如出一辙。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能否为人民兴利、得到
人民的拥护作为君王能否得到天下的根据。这样的民本思想显然受到了墨子民本观念
的影响。  

被儒家奉为经典的《礼记》也深受墨学影响。《礼记·礼运》开篇就说：“大道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将其与《兼爱下》中的“是
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相
对比，二者所描述的理想境界几乎如出一辙。《兼爱》三篇所阐发的，正是“不独亲
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思想。  

法家也从墨家那里吸收了许多思想养料。墨子倡导“尚同”说，第一次提出了政
治上集权、思想上统一的原则，并称之为“为政之本,治之要也”。而法家则主张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求效”，与墨子的尚同论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韩非子还提出了“势者君之车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马也,民者君之轮
也” （《太平御览》卷620引《韩非子》佚文）的君主中心论。可以说，韩非子的君
主专制主义对墨家的“尚同”思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郑杰文，山大二级教授，墨子研究专家。本文选自郑杰文在大众讲坛上的讲座
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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