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简史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墨子墨子墨子墨子：：：：孔子的第一孔子的第一孔子的第一孔子的第一个个个个反反反反对对对对者者者者 

 

    孔子之后，下一个主要的哲学家是墨子。他姓墨名翟。《史记》上没有说他是哪国 

人，关于他的生平也说的很少，实际上等于没有说。因而关于墨子是哪国人历来有意见 

分歧。有些学者说他是宋(今豫东鲁西)人，另一些学者说他是鲁人。他的生卒也不能肯 

定是哪年，大概是在公元前479一前381年以内。研究墨子思想。主要资料是《墨子》一 

书，共五十三篇，是墨子本人及其后学的著作总集。 

    墨子创立的学派名为墨家。在古代，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学的影响也不 

亚于孔学。把这两个人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孔子对于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 

怀有同情的了解，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相反，认为它 

们不正当，不合用，力求用简单一些，而且在他看来有用一些的东西代替之。简言之， 

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 

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 

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 

 

墨家的社墨家的社墨家的社墨家的社会会会会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有他们的军事专家。当时军队的骨干，由世袭的武 

士组成。随着周代后期封建制度的解体，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谁雇佣 

他们就为谁服务，以此为生。这种人被称为“游侠”，《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 

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些都是他们的职业道 

德。大部分的墨学就是这种道德的发挥。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源出于依附贵族“家”的专家，他们本身都是上层阶级的 

分子。到了后来，儒仍然大都出身于上层或中层阶级；而侠则不然，更多的是出身于下 

层阶级。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所以从平民的观点看来。礼乐之 

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墨子和墨家，正是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及其辩 

护者孔子和儒家。这种批判，加上对他们本阶级的职业道德的发挥和辩护，就构成墨家 

哲学的核心。 

    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这个论断有充分的证据。从《墨子》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文 

献，我们知道，墨者组成一个能够进行军事行动的团体，纪律极为严格。这个团体的首 

领称为“钜子”，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墨子就是这个团体的第一任钜子， 

他领导门徒实际进行的军事行动至少有一次，就是宋国受到邻国楚国侵略威胁的时候， 

他们为宋国准备了军事防御。 

    这段情节很有趣，见于《墨子》的《公输》篇。据此篇说，有一位著名的机械发明 

家公输般，当时受楚国雇用，造成一种新式的攻城器械。楚国准备用这种新式器械进攻 

宋国。墨子听说这件事，就去到楚国，要对楚王进行劝阻。在那里，他和公输般在楚王 

面前演习了他们的进攻和防御的器械。墨子先解下他的腰带，用它摆成一座城，又拿一 

根小棍棒当作武器。接着公输般使用九种不同的微型进攻器械，九次都被墨子击退了。 

最后，公输般用尽了他的全部进攻器械，可是墨子的防御手段还远远没有用完。于是公 

输般说：“我知道怎样打败你，但是我不愿意说出来。”墨子回答说：“我知道你的办 

法，但是我也不愿意说出来。” 
    楚王问墨子这是什么意思，墨子继续说：“公输般是在想杀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 

厘等三百人，早已手持我的防御器械，在宋国的城上等候楚国侵略者，就算杀了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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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灭绝他们。”楚王听了这番话，嚷了起来：“好啦好啦！我说不要攻宋了。” 
    这段故事若是真的，倒是为当今世界解决两国争端，树立了良好榜样。战争不必在 

战场上进行。只要两国的科学家、工程师把他们实验中的攻守武器拿出来较量一番，战 

争也就不战而决胜负了！ 

    不管这段故事是真是假，也可以反映出墨者团体的性质，别的书上也说到这种性质。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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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一书的本身，差不多有九篇是讲防御战术和守城器械。这一切表明，当初组成 

墨家的人是一群武士。 

    可是，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第一点，普通的游侠只要得到酬 

谢，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他们都打；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 

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意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第二点，普通的游侠只限 

于信守职业道德的条规，无所发挥；可是墨子却详细阐明了这种职业道德，论证它是合 

理的，正当的。这样，墨子的社会背景虽然是侠，却同时成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建人。 

 

墨子墨子墨子墨子对对对对儒家的批儒家的批儒家的批儒家的批评评评评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l)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悦”。

(2)儒者坚持厚葬，父母死后实行三年之丧，因此把人民的财富和精力都浪费了。(3)儒 

者强调音乐，造成同样的后果。(4)儒者相信前定的命运，造成人们懒惰，把自己委之于 

命运(《墨子·公孟》)。《墨子》的《非儒》篇还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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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批评显示出儒墨社会背景不同。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些饱学深思的人放弃了对 

天帝鬼神的信仰。下层阶级的人，对于天鬼的怀疑、通常是发生得迟缓一些。墨子所持 

的是下层阶级的观点。他反对儒家的第一点。意义就在此。第二、第三点，也是在这个 

基础上提出的。至于第四点。则是不相干的，因为儒家虽然常常讲到“命”，所指的并 

不是墨子攻击的那种前定的命。前一章已经指出过这一点，就是在儒家看来。命是指人 

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但是，他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 

及的控制范围以内。因此，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以后，对于那些仍然要 

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静地、无可奈何地接受它。这才是儒家所 

讲的“知命”的意思。 

 

兼兼兼兼爱爱爱爱 

 

    儒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墨子并没有批评；在《墨子》一书中，他倒是常讲到仁、 

义，常讲仁人、义人。不过他用这些名词所指的，与儒家所指的，还是有些不同。照墨 

子的意思，仁、义是指兼爱，仁人、义人就是实行这种兼爱的人。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 

心概念。墨子出于游侠，兼爱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逻辑的延伸。这种道德，就是，在他 

们的团体内“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后来的侠客常常说的话)。以这种团体的概念 

为基础，墨子极力扩大它，方法是宣扬兼爱学说，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 

别地爱别的一切人。《墨子》中有三篇专讲兼爱。墨子在其中首先区别他所谓的“兼” 
与“别”。坚持兼爱的人他名之为“兼士”，坚持爱有差别的人他名之为“别士”。 

“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他为他的朋友做 

的事也就很少很少。兼士则不然，他“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 

他为他的朋友做到他能做的一切。作出了这样的区别之后，墨子问道：兼与别哪一个对 

呢？(引语见《墨子·兼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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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墨子用他的“三表”来判断兼与别(以及一切言论)的是非。所谓三表，就是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墨子 

·非命中》)“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 

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三表之中，最后一表最重要。“中国家百姓人民之 

利”是墨子判定一切价值的标准。 

    这个标准，也就是墨子用以证明兼爱最可取的主要标准。在《兼爱下》这一篇中， 

他辩论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 

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 

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 

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 

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 

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 

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学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 

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 

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 

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 

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兼爱下》) 

    墨子用这种功利主义的辩论，证明兼爱是绝对正确的。仁人的任务是为天下兴利除 

害，他就应当以兼爱作为他自己以及天下所有的人的行动标准，这叫做以“兼”为“正”。 

“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肄相教 

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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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同上)这也就是墨子的理想世界，它只能通过实行兼 

爱而创造出来。 

 

天志和明鬼天志和明鬼天志和明鬼天志和明鬼 

 

    可是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说服人们兼爱呢？你可以把上面所说的告诉人们，说 

实行兼爱是利天下的唯一道路，说仁人是实行兼爱的人。可是人们还会问：我个人行动 

为什么要利天下？我为什么必须成为仁人？你可以进一步论证说，如果对全天下有利， 

也就是对天下的每个人都有利。或者用墨子的话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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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中》) 

这样说来，爱别人就是一种个人保险或投资，它是会得到偿还的。可是绝大多数人都很 

近视，看不出这种长期投资的价值。也还有一些实例，说明这样的投资根本得不到偿还。 

    为了诱导人们实行兼爱，所以墨子在上述的道理之外，又引进丁许多宗教的、政治 

的制裁。因此，《墨子》有几篇讲“天志”，“明鬼”。其中说，天帝存在，天帝爱人， 

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经常监察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他以 

祸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除了天帝，还有许多小一些的 

鬼神，他们也同天帝一样，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有一个墨子的故事与此有关，很有趣味。故事说：“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 

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 

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 

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人？”( 

《墨子·公孟》)如果用现代逻辑的术语，墨子可以说，鬼神的惩罚是一个人有病的充足 

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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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种种种种似是而非的矛盾似是而非的矛盾似是而非的矛盾似是而非的矛盾 

 

    现在正是个适当的时候来指出，不论墨家、儒家，在对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 

态度上，都好像是矛盾的。墨家相信鬼神存在。可是同时反对丧葬和祭祀的缛礼，固然 

好像是矛盾的。儒家强调丧礼和祭礼，可是并不相信鬼神存在，同样也好像是矛盾的。 

墨家在谈到儒家的时候，自己也十—分明快地指出过这种矛盾。公孟子是个儒家的人。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孟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 

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墨子·公孟》) 

    儒家、墨家这些好像是矛盾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矛盾。照儒家所说，行祭礼的原 

因不再是因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当然相信鬼神存在无疑是祭礼的最初原因。行礼只是 

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个学说后来 

被荀子及其学派详细地发挥了，本书第十三章将要讲到。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 

    同样在墨家的观点中也没有实际的矛盾。因为墨子要证明鬼神存在，本来是为了给 

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所以他把 

天下大乱归咎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并且接着 

问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 
明鬼下》)所以他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爱则受赏， 

不实行兼爱则受罚。在人心之中有这样的一种信仰也许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 

“节用”、“节葬”也是有用的，因此墨子也需要它。从墨子的极端功利主义观点看来， 

需要这两种东西是毫不矛盾的，因为两者都是有用的。 

 

国国国国家的起源家的起源家的起源家的起源 

 

    人们若要实行兼爱，除了宗教的制裁，还需要政治的制裁。《墨子》有《尚同》三 

篇，其中阐述了墨子的国家起源学说。照这个学说所说，国君的权威有两个来源：人民 

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它更进一步说，国君的主要任务是监察人民的行动，奖赏那些实 

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不实行兼爱的人。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的权威必须是绝对 

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人们竟然自愿选择，要有这样的绝对极威来统 

治他们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们接受这样的权威，并不是由于他们选中了它，而是由于他们无 

可选择。照他所说，在建立有组织的国家之前，人们生活在如汤玛斯·霍布士所说的 

“自然状态”之中。在这个时候“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 

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 

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 

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如此说来，国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设立的， 

是为了把他们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 

    在另一篇中墨子又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 

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墨子·尚 

同中》)照这个说法，国家和国君又都是通过天帝的意志设立的了。 

    不论国君是怎样获得权力的，只要他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照墨子所说，天子 

就要“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 

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这就引导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 
(同上)，就是说，永远同意上边的，切莫依照下边的…… 
    如是墨子论证出，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这是他的国 

家起源学说的必然结论。因为国家的设立，有其明确的目的，就是结束混乱，混乱的存 

在则是由于“天下之人异义”。因此国家的根本职能是“一同国之义”(均见《墨子·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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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义存在，这一义必须是国家自身确定的一义。别的义都是 

不能容忍的，因为如果存在别的义，人们很快就会返回到“自然状态”，除了天下大乱， 

一无所有。在这种政治学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墨子发展了侠的职业道德，那是非常 

强调团体内的服从和纪律的。它无疑也反映了墨子时代的混乱政治局面，使得许多人向 

往一个中央集极的政权，哪怕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也好。 

    这样，就只能够存在一义。义，墨子认为就是“交相兼”，不义就是“交相别”。 

这也就是唯一的是非标准。通过诉诸这种政治制裁，结合他的宗教制裁，墨子希望，能 

够使天下一切人都实行他的兼爱之道。 

    墨子的学说就是如此。与墨子同时的一切文献，一致告诉我们，墨子本人的言行， 

就是他自己学说的真正范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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