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墨经》本体哲学的范畴与原理

孙中原

　　摘　要：《墨经》的本体哲学，在《墨经》整体的哲学语境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主导性和决定性。 《墨经》本
体哲学由一系列范畴与原理构成。 范畴与原理的内在关联、相互作用与逻辑论证，形成严密整体，构建起《墨经》本
体哲学的理论体系。 《墨经》一系列范畴与原理中，“物”（物质）、“实”（实体）、“有”（存在）、“无”（非存在）、“动”
（运动）、“化”（变化）、“宇”（空间）、“久”（时间）等范畴与原理，是构成墨家认知与改造世界的范畴与原理的关键

节点。 《墨经》范畴与原理的理论系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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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经》是中国古代科学的重镇，也是中国古代

科学的典型与范式。 《墨经》哲学有一个特别引人

注目的大哲学观，包含“本体哲学、认知哲学、方法

哲学、科技哲学与历史哲学”五大部类，格局恢弘，
论述全面［１］ 。 《墨经》的本体哲学，是由诸多范畴

与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严谨精密，意涵深邃。 《墨
经》的本体哲学在《墨经》整体的哲学论域中，处于

基础地位，具有主导性和决定性，蕴含强大的生命

力、震撼力与影响力。 就《墨经》的本体哲学而言，
它之所以“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 ［２］ ，
能够被普遍应用，就是因为它在当时能比较正确地

反映世界万物的本质属性与普遍规律，给人类贡献

了相对科学的世界观、宇宙观。
本体哲学，又叫本体论、存在论、世界观、宇宙

观、自然观，是论述世界存在本体普遍规律的哲学论

域，是关于世界终极本体的哲学理论。 《墨经》建立

科学宇宙观的原创性理论体系，全面系统，精湛深

邃，具有普遍的理论、历史、现实与未来价值。 《小
取》总结人类认知的全部目的与根本宗旨，是“摹略

万物之然”与“所以然”，即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本

质与规律。 这是《墨经》作者对人与世界本体关系

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回答。
《小取》说：“焉摹略万物之然。”又说：“其然也，

有所以然也。”《小取》对人类认知目的“摹略万物之

然”和“所以然”的规定，相当于说“对自然界本来面

目的 朴 素 的 了 解， 不 附 加 以 任 何 外 来 的 成

分” ［３］１７７。 《墨经》的本体哲学，有普遍适用的世界

性意义，是全人类珍贵的知识遗产。

一、范畴与原理总论

《墨经》本体哲学，由一系列范畴与原理构成。
范畴与原理的内在关联、相互作用与逻辑论证，形成

严密整体，构建《墨经》本体哲学的理论体系，在《墨
经》的哲学论域，发挥基础性、普遍性、全局性、主导

性、决定性与实效性的功能作用。
范畴是大概念、基本概念、普遍概念，它的内涵

是反映世界万物普遍的本质属性，它的外延宽泛，无
所不包，《墨经》称其为“达名”，“达”即通达宽泛。
即如《荀子·正名》所说：“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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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如“同”（同一性）、“异”
（差异性），是辩证法宇宙观最宽泛的范畴。 原理是

各门科学的基本命题、普遍规律。 如“同异交得”，
即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相互渗透和同时把握，是辩证

法宇宙观与辩证逻辑的基本原理。
范畴与原理，是《墨经》哲学理论体系的关键词

和核心命题。 黑格尔与列宁都曾把世界万物比喻为

一面网，由范畴与原理构成的哲学体系，是人类认知

世界之网，而基本范畴与原理，则是人类认知反映世

界万物之网的网上纽结。 黑格尔说：“这些纽结是

精神生活和意识的依据和趋向之点。” ［４］１５列宁解

释说，在人面前的是自然现象之网，范畴是帮助我们

认识与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５］ 。 用黑格

尔与列宁的比喻形容《墨经》的学术成就，可以说在

《墨经》本体哲学体系的论域，呈现出一面认知与改

造世界的范畴原理之网。 《墨经》哲学体系的范畴

原理之网，在中国文化知识宝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范畴，意思是种类、类型、范围。 范畴是反映世

界万事万物普遍本质的基本概念，是人类认知成果

的浓缩凝聚，充当了人类进一步认知与改造世界的

工具和方法。
《经上》１００ 条包含 １００ 多个科学范畴，是中华

民族认知与改造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里程碑，是国

人认知与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经上》
１００ 条，用定义分类方法，从内涵和外延上规定各门

科学范畴。 全部《墨经》，有数百个各门科学的基本

范畴，是一个“范畴王国”。 《墨经》的作者是创制科

学范畴的专家，《墨经》对所论各门科学的范畴，各
有专门规定，义涵深邃，应用规范。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说，中国哲学“没有能

力给思维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 “中文里

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或无确定性］之
中。” ［６］ 《逻辑学》上卷《第二版序言》中说，中国语

言“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 “对思维规律本身有专

门的和独特的词汇” ［４］８的地步。
这种说法不合事实，说明黑格尔对《墨经》的丰

富范畴一无所知。 有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证明，
《墨经》有一个反映全部世界、构造多门学科理论的

范畴体系，即具有黑格尔所说“范畴的王国”。 《墨
经》中每一个概念范畴，都有定义分类及内涵外延

的规定，并且“对思维规律本身”，《墨经》也有大量

专门独特的词汇。
整部《墨经》，是由范畴与原理构成的理论体

系，网罗宏广，义理深湛，标志着《墨经》进入了墨学

发展的高级阶段，反映了墨学由低级到高级、由具体

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发展过

程，典型地体现了人类认知与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就《墨经》的哲学体系而言，有本体哲学、认知

哲学、方法哲学、科技哲学与历史哲学等诸多门类。
就《墨经》的本体哲学来说，它创制了反映认知对象

的诸多范畴与原理，概括了客观世界的普遍性质与

规律。

二、“物”“实”“有”“无”
范畴与原理分析

　 　 《墨经》的一系列范畴与原理，我们首先从中举

出“物”“实”“有” “无” （物质、实体、存在、非存在）
这一组范畴，进行具体分析。

“物”：物质，实物，事物。 墨家对这一范畴使用

广泛，《墨子》中出现 ７３ 次，其用意是概括存在于主

体之外的所有物质、实体、形体、事物、存在。 它是最

广泛的普遍概念，属于外延最大的哲学范畴。 《经
说上》 第 ７９ 条说：“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

之。”即“物”是“达”名，外延最大的名，属于最高类

概念，是概括宇宙万物的总名，相当于现代哲学范畴

“物质”。 凡存在实体，一定都可以用“物” （物质）
范畴概括。

“物”“实” “有” （物质、实体、存在）这三个范

畴，外延基本相同，内涵大体一致。 《经说上》第 ６
条说：“知也者，以其知论物。” “物”是物质，是人类

认知与实践改造的对象。 《墨经》从世界观、宇宙

观、本体论、存在论与形上学高度，回答哲学基本问

题，规定了“物”“实” “有” （物质、实体、存在）范畴

的内涵与外延。
列宁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

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

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７］ 《墨
经》“物”范畴的规定，接近于列宁说的“物质”概念，
是当时世界顶级的哲学概括。 同时代的希腊哲学认

为，世界本源于水、火等具体物质形态；印度哲学认

为，世界本源于地水火风等具体物质形态。 相比之

下，《墨经》对世界本体由个别到一般的概括程度，
已经攀登到当时哲学的最高峰。

《小取》形容人类认知的目的宗旨，乃是“摹略

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即反映万事万物的本来

面目，讨论搜求社会人群的言语得失。 客观世界是

人类认知和实践改造的对象。 研究客观世界本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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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面目、存在性质，即为本体哲学，又称为本体论、
存在论、世界观、宇宙观、自然观。

《小取》说：“摹略万物之然。”又说：“其然也，有
所以然也。”人类认识的全部目的，是“摹略万物之

然”与“所以然”，即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本质与规

律。 这是《墨经》作者对人与世界本体关系基本问

题的正确回答。
《小取》对人类认识目的“摹略万物之然”和“所

以然”的规定，相当于恩格斯说的“对自然界本来面

目的 朴 素 的 了 解， 不 附 加 以 任 何 外 来 的 成

分” ［３］１７７。 《墨经》的本体哲学，有普遍适用的世界

性意义，是全人类珍贵的知识遗产。
《墨经》 范畴 “实”，即实物、实体、实在。 与

“物”（物质）、“有” （存在）范畴，可互换使用。 《素
问·调经论》说：“有者为实，故凡中质充满，皆曰

实。”与“虚”相对。
“实”范畴，墨家使用广泛，《墨子》中出现 ７２

次，其用意是论述“实”即实物、实体、实在，乃是人

类认知与实践改造的对象。 《墨经》 坚持， “物”
“实”“有”即物质、实体、存在，是第一性、决定者，而
思维、意识，则是第二性、被决定者，是对前者的反映

与概括。
《小取》 说：“以名举实。” 《经上》 第 ３１ 条说：

“举，拟实也。” 《经说上》解释：“告以之名，举彼实

也。”即“以名举实”的“举” （反映表达），指摹拟事

物的实质。 告诉你这个“名”（语词概念），是为了标

举（反映）那个“实”（实物、实体、实质）。
《小取》所谓“察名实之理”的内容，即指贯彻以

上科学论述“名实关系”的意涵。 《大取》说：“名，实
名，实不必名。” 即名为实之名，有实不必然有名。
“实”为第一性，“名”为第二性，名是人对实体认知

之后的反映概括。
达名（普遍概念）对应一般的实；类名（一般类

概念）对应特殊的实；私名（单独概念）对应个别的

实。 《经上》第 ７９ 条说：“达、类、私。”《经说上》举例

解释：“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 马，类也，
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 臧，私也，是名也止于

是实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语词概念分为普遍概

念、一般类概念和单独概念。 如“物”（物质）是外延

最广的普遍概念。 凡存在着的实体，一定都可以用

这个概念来概括。 “马”是类概念，凡具有马属性的

实体，一定可以用这个概念概括。 “臧”是单独概

念，指称某一实体。
《墨经》从外延上，把概念划分为“达、类、私”，

即外延最广的普遍概念、一般类概念和单独概念三

种，准确精到，与西方哲学一致。 名实对应三分法见

表 １。

表 １　 名实对应三分法

墨经 达名 类名 私名

定义 有实必待之名命 若实者必以是名命 是名止于是实

译文 凡存在实体都用以概括 凡此性质实体都用以概括 一名指一实

解释 最高类概念 一般类概念 单独概念

对应范畴 一般 特殊 个别

实例 物 马 臧

　 　 《经上》第 ８１ 条说：“知：闻、说、亲；名、实、合、
为。”《经说上》解释：“传受之，闻也。 方不彰，说也。
身观焉，亲也。 所以谓，名也。 所谓，实也。 名实耦，
合也。 志行，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认知分七种：
闻知、说知、亲知；名知、实知、合知、为知。 传授来的

知识是闻知，由已知推测未知是说知，亲自观察得来

的是亲知，对称谓陈述事物手段的知识是名知，对称

谓陈述对象的知识是实知，概念理论和实际结合的

知识是合知，自觉行动（实践）的知识是为知。
实知，即调研认知实际情况。 《经说下》第 １５４

条说：“指是鹤也，是以实视人也。”老师带学生调查

湿地，指着水鸟鹤说：“这是鹤。”这是指认实际情

况。 《经说下》第 １０４ 条说：“有之实也，而后谓之。
无之实也，则无谓也，不若假，举美谓是，则是固美

也，谓也，则是非美，无谓，谓则假也。”这段话的意

思是，称谓要反映实际情况，有这样的实际情况，才
能这样称谓，没有这样的实际情况，就不能这样称

谓，不像说假话，用美称谓这种状况，是因这种状况

本来美，才这样称谓，如果这种状况本来不美，不能

这样称谓，这样称谓则假。 用实际情况的有无，定判

断的真假，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宇宙观。
《经下》第 １３４ 条说：“或过名也，说在实。” 《经

说下》举例解释：“知是之非此也，又知是之不在此

也，然而谓此南北，过而以已为然，始也谓此南方，故
今也谓此南方。”即名称有时会过时，因为实际情况

已经变化，知道这个已经不是这个，又知道这个已经

不在这里，然而因为过去曾经把这个地方叫南北，现
在就还说这个地方是南北，这就是事情已经过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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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去曾经如此”为理由，而说“现在还是如此”。
“过名”：名称过时，不适合当前情况。 “是之非此”：
这个已经不是这个，指事物性质变化， “此” 亦即

“是”。 “是之不在此”：这个已经不在这里，指事物

空间变化。 “过而以已为然”：事情已经过去，还拿

“事情曾经如此”为理由，推论说“现在还是如此”。
这是混淆时态的错误论断。

《经说下》第 １１１ 条说：“知与？ 以已为然也与？
过也。”批评坚持 “以已为然” 的错误论断。 “已”
（已经，曾经）是过去时态，“然”是现在时态，“以已

为然”是把过去时态，误认为现在时态的错误论断。
只因为过去曾经如此，就推论说现在还是如此，这不

算真正的知识，而是属于“疑”（猜疑，臆测，意见）的
一种。 《墨经》批评这种“刻舟求剑”式的错误推论，
认为正确认知，应该以实际情况的变化为依据。

《经下》第 １５４ 条说：“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

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 《经说下》举例解释：“或
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 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

也，指是鹤也，是以实示人也。 尧之义也，是声也于

今，所义之实处于古。”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尧是仁

义的”，这是今天所说的话，而这句话所指的实际，
是处于古代，古代和现代是不同的时代，“尧是仁义

的”命题涉及语言和实际两个方面。 让人了解实际

情况，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说出名词语句让人了解，
另一种是把实际事物展示给别人让人了解。 如说：
“我的朋友是富商。”这是说出名词语句让人了解。
而指着眼前这个动物说：“这是鹤。”这是把实际事

物展示给别人让人了解。 说“尧是仁义的”，这个语

句是今天说的，而“尧是仁义的”这句话所指的实

际，处于古代。 古今时代实际情况变化，认知称说应

该随之改变。
“有”的范畴，即存在，与“无” （非存在）相对。

这一范畴《墨子》使用更广泛，多达 ８９３ 次。 “有”
（存在）范畴，与“物” “实” （物质、实体）等值，可互

训。 “有”（存在）与“物” “实”三范畴，是人类认知

的对象与实践改造的对象。 “有”是会意字，金文字

形从又（手）持物，本义是具有、存在。
《经上》第 ６６ 条说：“盈，莫不有也。” 《经说上》

解释：“无盈，无厚。”即在一定语境内说“盈”（充满、
渗透、涵容），就是某物无处不存在。 说“无盈” （不
充满、不渗透、不涵容），那除非是“无厚”。

“无厚”：在物理学物质结构论上，指无穷小的

物质点、质点、空间点、微粒。 “盈”等值于“有”、存
在。 莫不有：无不有，等值于 “有”。 “有”：存在。

“盈”是《墨经》世界观（本体论，存在论）的范畴，表
达物质的存在，渗透充盈。 例如“坚白相盈”。

“盈，莫不有也。”等于说物质充盈无限宇宙，或
无穷世界到处充盈物质，物质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即无穷世界，到处充盈无穷的物质。 “盈，莫不有

也”与第 ４３ 条“尽，莫不然也”，二说相通。
“尽”（所有的）是全称量词，在某一语境内说

“尽然”（所有个体都是如此），等值于说“没有个体

不是如此”。 “尽”：俱，都，所有。 “然”：指代任一事

物状态，是逻辑变项。 “莫不然”：无不如此，没有个

体不是如此。 全称量词“尽”的定义：在一论域，说：
“所有 Ｐ 尽 Ｑ。”等值于说：“没有 Ｐ 不 Ｑ。”

已经存在，就是曾经存在，并非从来不存在。
《经下》第 １６２ 条说：“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

尝然。”《经说下》解释：“已然则尝然，不可无也。”即
一件事情，可以是从来没有，但是一旦存在，就不能

抹杀排除它曾经存在的事实。 “已然”：已经如此，
已经这样，成为事实。

《经说下》第 １０４ 条说：“有之实也，而后谓之。
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即存在这样的事实，才能这

样谓述，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就不能这样谓述。 存在

为第一性，谓述为第二性，这是本体哲学的基本原

理。 《墨经》达辞，通俗易懂，义理明显。
“无”，即非存在、不存在，与“有” （存在）相对。

《墨子》中出现 ４８５ 次。 《经下》第 １５０ 条说：“无不

必待有，说在所谓。” 《经说下》举例解释：“若无马，
则有之而后无。 无天陷，则无之而无。” “无”不以

“有”为必要条件，论证理由在于所说“无”的种类。
如说“现在无马”，指先有，后变为无。 说“无天

塌的事”，指从来都是无。 《经说下》第 １０４ 条说：
“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即称谓以实际存在为转移。
《玉篇》：“无，不有也。”人不能病态地执迷于虚无，
视虚无为实有，与虚无纠缠不休。

三、“动”“化”“宇”“久”
范畴与原理分析

　 　 我们接着分析“动” “化” （运动、变化）和“宇”
“久”（空间、时间）的范畴原理。

“动”，即运动的范畴。 此范畴《墨子》中出现

２１ 次。 《经上》第 ５０ 条说：“动，或徙也。”《经说上》
举例解释说：“动。 偏徙者，户枢蛇蚕。”运动是物体

（全部或至少一部分）的迁徙和活动，如门转轴自

转，蛇蚕蠕动。 《经上》第 ４３ 条说：“尽，莫不然也。”
０３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经说上》举例解释：“尽。 俱止、动。”即“尽”是全

称量词，论断性质，涉及一论域中所有个体，如说

“所有的个体都停止”“所有的个体都运动”。
“化”，即变化，特指质变。 此范畴《墨子》中出

现 ５ 次。 《经上》第 ４５ 条说：“化，征易也。”变化，指
事物质变，性质特征改变。 《经上》第 ８６ 条说：“为：
存、亡、易、荡、治、化。” 《经说上》举例解释：“甲台，
存也。 病，亡也。 买鬻，易也。 消尽，荡也。 顺长，治
也。 蛙、鹑，化也。” “化”即自觉行动的实践：保存、
消除、交易、荡平、治理、变化。 制甲造台是保存，治
病是消除，买卖是交易，消除净尽是荡平，遵循规律

生长壮大是治理，蛙鹑养殖是变化。 为，是自觉行动

的实践。 《经说上》说：“志行，为也。” 《经说上》说：
“蛙鹑，化也。”蛙鹑养殖，是利用生物变化的行为。
《非攻下》举例：“五谷变化。”

“化”也指变化多样性的原理。 《经下》第 １４４
条说：“五行无常胜，说在多。” 《经说下》举例解释：
“火铄金，火多也。 金靡炭，金多也。” “若识麋与鱼

之数惟所利。” “铄”，熔化。 “靡”，压灭。 即金木水

火土五种元素，没有固定、经常的胜克顺序，哪种元

素占优势，哪种元素就能胜过其他元素。 火的燃烧，
能够熔化金属，这是由于火占优势的缘故。 金属能

够压灭炭火，这是由于金属占优势的缘故。 某处麋

鹿盛，某处鱼虾多，要看环境是否有利。
“五行”说，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宇宙物质构

成说。 “五行常胜”说，认为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

素金木水火土，有一种经常的胜克顺序：“火克金，
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这种观点，用简

单枚举归纳推理，轻率概括部分自然现象和生活经

验，流于形而上学的机械论。 《墨经》主张具体分

析，一切以具体环境条件为转移，证明列举“金克

火”的反例反驳，归纳“五行无常胜”的辩证公式，否
定“五行常胜”的观点。

“宇”，《墨子》中出现 １３ 次。 《经上》第 ４１ 条

说：“宇，弥异所也。”《经说上》举例解释：“宇。 东西

南北。”“宇”，最早出自金文，本义是屋檐，泛指房

屋，引申义空间，指上下四方，天地之间。 “所”，即
处所，空间。 “宇” （空间概念）是概括一切不同处

所，如东西南北。 这是空间范畴内涵和外延的定义。
“久”（宙）即时间，是概括一切不同时段（古今

早晚）的范畴。 此范畴《墨子》中出现 ５６ 次。 《经
上》第 ４０ 条说：“久，弥异时也。” 《经说上》举例解

释：“久。 古今旦暮。” 久，象形字，本义时间长，与
“暂”相对，引申义为延时，长时间。 这是时间范畴

内涵和外延的定义。
“宇久”即“宇宙”。 “宇久”（宇宙）是空间和时

间的合成。 宇宙指包括一切天体的无限空间，“宇”
指无限空间，“宙”指无限时间，宇宙是一切物质及

其存在形式的总体，哲学上又叫“世界”。
《经下》第 １１４ 条说：“宇徙，说在长宇久。” 《经

说下》举例解释：“宇徙而有处，宇南宇北，在旦又在

暮，宇徙久。”即关于物体在空间迁徙运动的时间

性。 物体的运动是同时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的。 物

体在空间中迁徙运动，要占有一定的处所（空间），
也在时间上经历由早到晚的过程，所以物体在空间

中的迁徙运动，同时经历时间的绵延。
《墨经》通过对“动” “化” “宇” “久”范畴的分

析，提出了两个原理。
其一，物、运、时、空必然联系的原理。 《墨经》

明确论述物、运、时、空（物质、运动、时间与空间）范
畴的辩证关系，是当时世界哲学最先进的论点，有极

其重要和深刻的理论意义。 《经下》第 １６５ 条说：
“行修以久，说在先后。” 《经说下》举例解释：“行者

必先近而后远。 远近，修也；先后，久也。 民行修必

以久也。”即走一定长度的路程（空间），必然占有一

定长度的时间，如人走一定长度的路程，必然有先后

的区别。 走路的人，必然先走近，后走远。 远近是空

间的长度，先后是时间的久暂。 物体在空间由南往

北迁徙运动，时间经历由早到晚的过程。
物质、运动、时间和空间范畴有必然联系。 空间

与时间的范畴，对立统一，相互渗透。 一切物质运

动，都必然占有空间，经历时间。 时间与空间的互相

渗透，与物质运动有必然联系。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

运动的存在方式。
其二，有限、无限的范畴原理。 这一原理讨论局

部空间远近的相对性与空间整体的无限性和绝对

性。 《经下》第 １６４ 条说：“宇进无近远，说在步。”
《经说下》解释：“区不可遍举宇也。”即宇宙无穷大，
物质在宇宙迁徙运动，没有绝对的远近，只有相对的

远近。 局部的空间区域，不能穷举宇宙整体的无限

性。 《墨经》用朴素的直觉，明确表达了宇宙空间有

限与无限辩证统一的本体哲学原理，构筑了独到精

深的本体哲学理论体系。
以上分论阐发《墨经》本体哲学范畴、原理的梗

概要义，从中可以一瞥构成认知与改造世界范畴、原
理之网的“网上纽结”，宛如长夜星空，群星璀璨。
用德国文化史学者雅斯贝尔斯的话形容，即在人类

文化的轴心时代，墨家积极参与奠定人类的精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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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创制 “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

畴” ［８］ 。

结　 语

《墨经》哲学，萌芽于公元前 ５ 世纪的墨子，完
善于公元前 ３ 世纪的墨子后学，在全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独树一帜，弥足珍贵。 《墨经》范畴与原

理的理论系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

的重要内容，在中外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普遍永恒的

价值、意义、功能与作用。
墨子是劳动者的圣人，墨家是劳动者的学派，墨

学是劳动者的学说。 《墨经》在全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是唯一全面系统总结中国传统科学的典籍。
墨学在整个战国时期，与儒学齐名，成为当时的“显
学”。 《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秦代重法家，汉代尊儒学。 墨家力倡全人类

“兼爱”平等的崇高理想，不符合封建宗法社会的需

求，加之官方儒学的打压，导致墨学中绝，《墨经》沦
为冷门绝学。

传承弘扬墨家哲学精华，是现代研究者的时代

呼唤、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理应矢志以求，坚持不

懈，尽心竭力，务求精审。 在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

现时代，亟须吸纳人类业已创造的文化精粹。 我们

的使命，是以科学方法深研《墨经》哲理，促进墨学

创新转型，使墨学成为新时代铸造中华文化辉煌的

重要元素，为世人提供独特的精神营养，让墨家哲思

的珍奇意蕴，犹如清泉长流，滋润读者心田，哺育时

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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