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墨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墨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13位ISBN编号：9787209057646

10位ISBN编号：7209057641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郑杰文，王继学　等著

页数：5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墨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墨家作为先秦诸子的重要一家，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其节用贵俭、尚同尚
贤、非命尚力学说，特别是非攻止战、兼爱互利主张，在战国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
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墨家学说并没有因此而“中绝”，依然对历朝执政政策、文人思想、民风
，民俗以及道教产生发展等，有过重要影响。
十九世纪“西学东渐”，墨学以其民主、科学内涵受到世人的特别关注，研究墨学、谈论墨学成为一
时之尚，更对彼时民主政治建立、科学技术传扬、逻辑学说发展、军事理论研究等，产生了至关重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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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孔子的名辩与《墨辩》
　　第二节　《易传》的逻辑思想与《墨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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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墨家科学技术特质
　第二章　墨家科学技术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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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墨家军事思想对战国兵略兵制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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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墨家武装力量建设理论与战国军事制度的发展
　第二章　墨家军事技术与战国兵垒兵器
　　第一节　墨家军事工程技术与战国城防的发展
　　第二节　墨家武器装备技术与战国攻守城武器系统的发展
　　第三节　墨家军事技术及武器装备在守城中的综合运用
　第三章　墨家军事学说与秦代以后的冷兵器军事斗争
　　第一节　墨家军事学说与秦代以后的边防战略
　　第二节　墨家军事学说与秦代以后的农民战争
　　第三节　墨家军事学说与秦代以后的攻守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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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从出土文献看墨家军事学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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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 衰败阶段墨家学派的分化与活动转型（下） 三、墨家三派后学活动的转型（下） （
三）“谈辩派”后学转入“空言名辩” 此一时期，“谈辩派”后学仍从事游说谈辩活动。
 据《吕氏春秋·首时》载，田鸠曾欲游说秦惠王而未得见，故入楚。
秦惠王，公元前337年至公元前311年在位，可见田鸠的游说活动正发生在墨家的衰败阶段。
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楚王曾对前来游说的田鸠说“墨子者，显学也”。
 据《吕氏春秋·去宥》、《淮南子·修务训》、《说苑·杂言》，唐姑果亦于秦惠王时在秦活动、游
说，“东方墨者”谢子亦曾欲人秦游说秦惠王。
《吕氏春秋·去宥》载：“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
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
，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
’王因藏怒以待之。
谢子至，说王，王弗听。
谢子不说，遂辞而行。
”《淮南子·修务训》所载略同，而“唐姑果”作“唐姑梁”。
 但是，此时期墨家“谈辩派”后学的谈辩方式较前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像谢子这样“将奋于说以
取少主”的政治论辩日益少见，而从政治论辩转至辩“空言”者日众，并形成派系。
 《吕氏春秋·应言》载：“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
’墨者师日：‘然。
’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
’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
’司马喜曰：‘然。
’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
，司马喜无以应。
”此时当发生于公元前314年发前后。
司马喜事迹，又见于《战国策》。
其《中山策》谓“司马惠使赵，为己求相中山”、“司马意三相中山”，意、喜古通，是司马喜确曾
为中山相。
 1974年冬，河北省平山县出土中山王鼎、中山王壶等三器，器上铭文载司马为中山相，“亲率三军之
众以征不义之邦”即燕国，夺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而大获全胜事，诸祖耿疑其“司马睭”或是
“司马憙”。
考公元前323年中山与燕、赵称王后不久的公元前317年，即发生了燕王哙让国事件。
此后三年即至公元前314年，燕发生子之之乱，齐趁乱破燕。
只有在这种局势下，相对弱小的中山国借机攻燕才可获胜取地。
墨家倡非攻，故中山相国司马喜欲借此中山王踌躇满志以攻燕取地之际，非难在中山之“墨者师”，
以防其势力过大、声势过猛而危及己之相位，才会发生此次廷辩。
准此，“司马喜难墨者师”事当发生在公元前314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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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从社会思想学说对社会前进方向和历史进程影响的角度来划分，中国自墨学产生的战国以来的社
会历史，可以分为“百家争鸣与儒术独倡”阶段、“佛道渐盛与三教合流”阶段、“西学涌入与体制
新构”阶段。
《墨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共分六编，内容包括墨学对中国社会思想政治发展的影响（上），墨
学对中国社会思想政治发展的影响（中），墨学对中国社会思想政治发展的影响（下），墨辩逻辑及
其学术影响，墨家科技成就及其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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