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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墨子名翟，虽说他是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社会活动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一个诲人不倦的师长，
可是他的思想却处处体现着平民思想意识，代表着普通平民。
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一开始，他是一位手工业能工巧匠，擅长木工，也熟悉其他不少行当的工
艺技术。
后来，他师从于儒家。
然而，他的平民意识与儒家思想的不少方面格格不入。
于是，他在对儒学进行批判吸取的基础上，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想流派，并聚众讲学，传
播自己的学说，终于使以他为首的墨学成为与儒学并驾齐驱的“显学”之一，成为战国诸子中最有影
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
随着墨学学术地位的奠定，墨子本人也从一个手工业工匠上升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
、军事家。
后人称墨子“好学而博”，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墨子和先秦诸子百家中其他派别相比，有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墨学除了和其他诸子一样以某种理论
体系形成学术流派，并用自己的理论去游说君王以外，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团体，这是其他诸子所没有
的。
墨家团体组织相当严密，具有某种军事化的特征。
它的最高统帅称为“巨子”。
据史料分析，“巨子”之职传过好几代，虽然墨子本人没有担任过这类“巨子”，但他的思想则完全
是墨家团体的宗旨性指导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墨子本人是墨家团体精神上的“巨子”。
此外，这个团体具有极其严格的纪律，他们不仅严格执行按墨子思想制定的各种内部规定，而且经常
以团体的名义对外去帮助尽受侵略的弱小国家组织防御战。
中国历史上后来的不少农民战争，在组织形式上很大程度也受到墨家团体组织形式的影响。
    墨子死后，按韩非的说法，墨学分成了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实际上墨学已走向分裂，并走向了全国。
如果从学术上分流派，那么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城守派，他们以军事防御的理论与实践见长，从
社会特征来看又兼有游侠的某些特征；另一类是墨辩派，他们以逻辑思辨的研究见长，同时又在自然
科学领域中获取了斐然成就，从社会特征来看兼有学者的基本特征；又一类是出仕派，他们大多数以
从政实践为主，投奔于各国诸侯和权贵门下，不是说这些人都一定做了官，但是他们是在用墨家学说
影响着统治者，希望用他们的游说来打动统治者。
墨学在战国诸子中是人数众多、影响巨大的大学派，然而，秦统一以后墨学基本上销声匿迹，其影响
反不如儒、道、法等其他学派。
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一，墨学团体近乎苛求的苦行僧式的生活要求，违反自然人性，影响了他们得以
传播的生命力；其二，以“兼爱”为中心的墨学思想，充满了小生产者的空想成分，虽然它在思想史
上有一定的地位，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但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社会相脱节，其操作难
度较大；其三，作为平民思想和平民意识，在统治者地位日益巩固的时代，其现实指导性越来越弱化
，所以不能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
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能流传于民间，很难进入官学的神圣殿堂，因此想得以流传也不那么容易；
其四，一些墨家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后来先后转向权贵之门下，团体的平民性质亦日趋改变。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却是，虽然墨学未作为官方钦定思想而得以传播，然而墨家思想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国
大地上，流入了中国大多数人的血液之中。
这是因为，墨家本来就代表着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广大小生产者的思想脉络，在一个以农立国
的国度中，墨学与广大小生产者有着天然的文化心理沟通，因而能够在民间被一代又一代地得到认同
并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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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中国，墨家思想再一次被资产阶级革命派发掘出来，墨子变成了中国“平等”、“博爱”的
宗师。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说过：“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
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当时思想界那种势头，大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肆弘扬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劲头。
    墨子及其后学的思想主要集中于《墨子》一书中。
从现存于世的《墨子》来看，大约可分为五大相对自成体系的部分。
第一，代表墨子本人主体思想的基本篇章，这就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
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这些内容中，有的用同
样标题却又分为上、中、下篇，可能是墨子弟子不同的记录散本；第二，墨经部分，这包括《经上》
、《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这里体现的主要是墨子后学中墨
辩派的研究成果；第三，城守诸篇，这指的是《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
突》、《备穴》、《备蛾傅》、《迫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11篇，它体现的是墨
子后学城守派的军事防御思想；第四，墨子一些言论的语录，这反映在《耕柱》、《贵义》、《公孟
》、《鲁问》、《公输》等5篇中，这几篇很像《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论的形式，记载了墨子与他的
弟子的一些谈话；第五，一些单篇，这主要是指《亲士》、  《修身》、《所染》、《法仪》、《七
患》、《辞过》、《三辩》等开头7篇，其中“子墨子日”的4篇可能是墨子弟子的作品，其他3篇可能
是墨子自著作品。
    那么，墨子的谋略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在笔者看来，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寻求其线索：    ——以“兼爱”为核心的政治谋略。
    墨子的“兼爱”学说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把“兼相爱”与“交相利”并列提出来的。
先秦诸子中，很少有人公开地提倡人的物质利益，儒、道两个大学派更是对“利”缄口不谈，或者公
开加以反对。
墨子站在广大小生产者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对待物质利益，他认为“义”就是“利”，二者关系是相
辅相成的，没有“交相利”，就做不到“兼相爱”。
第二，它把“兼爱”学说放在“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中去认识。
墨子是主张“天志”、“明鬼”的，他认为“天”是爱天下百姓的。
在他眼里，天对人爱，人也要对天顺。
人怎样才算顺应“天志”呢？
他的回答，就是要兼爱天下一切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高智慧之一。
古人畏天，认为天意不可违背。
墨子把“兼爱”学说提升到如此高度，也就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者的利益以及他们之间的
彼此兼爱提到了不可逆转的天意的高度来认识。
这个思想力度是很大的。
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天下能否达到大治，关键就要看能否做到兼爱。
你想，在这么个大权威面前，谁敢反对他？
这不是谋略是什么？
    不能否认，“兼爱”学说具有某些空想成分。
但总的说来，无论哪个社会都需要以仁爱为基础的秩序，无论是从统治的角度还是从教化的角度来看
待“兼爱”，都不能否认其中体现的治国大智慧。
在“兼爱”说的前提下，墨子还提出过崇尚统一意志、主张贤人政治等等具体的政治智谋，其价值也
相当高。
    ——以“非攻”为核心的军事谋略。
    “非攻”是从“兼爱”中派生出来的。
它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侵略，谋求和平。
在侵略战争频繁的东周时代，墨子公开警告侵略者，认为他们即使是战胜者，最终也是得不偿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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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好下场的。
这一理论在百姓中、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号召力是不同寻常的。
思想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基础，就是一种谋略的体现，因为这一理论引起的社会共鸣，足以形
成制止战争的巨大舆论力量。
    既然形成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墨子仍不满足，他还要把这一理论付之于实践。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墨子积极地到处奔走，用游说方式说服某些诸侯，以谋止战。
他本人身体力行，到处进行调停斡旋，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宣传他的“非攻”理论，使人们看到
战争的危害，从而达到制止战争的目的；另一方面，墨子又带领他的门徒，经常往返于交战各国之间
，帮助那些受侵略的国家组织防御战。
    在防御战的长期实践中，墨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军事防御谋略。
先秦诸子的军事思想中，以《孙子兵法》等兵书为代表的兵家思想，对如何用兵、讲究进攻颇具研究
，而对军事防御则缺乏系统的探讨，其他诸子军事理论中也不多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家军事防御谋略与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权谋刚好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以“节用”为核心的经济谋略。
    中国传统的经济谋略中有一个大类，就是“开源节流”的谋略，世人都公认这是“万世理财之大法
”。
这一谋略，最早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就是墨子。
他在“开源”和“节流”两方面都有独到的论述。
    在“节用”、“节葬”等思想中，墨子要求人们削减那些无用的消费，用最低限度的消费来满足人
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比如穿衣的标准，只要做到冬天暖、夏天轻就可以了；饮食的标准，只要做到足以继气、耳聪目明就
行了；宫室的标准，只要能御风寒、雨露、霜雪，能做到男女有别就够了；下葬的标准，只要做到不
露尸、尸骨朽烂后不外泄就差不多了。
他认为，如果超过这些标准，大搞侈靡，那就要侵夺他人的正当物质利益了。
    墨子的“开源”谋略表现为对物质生产活动十分重视，又对生产活动的有利、有用具有极其讲究的
追求。
凡做一件事，先要问一下有没有用，这样才能把握必需与奢侈的界限。
凡是有用的、有利的生产，就是正当的生产活动。
对这种利益，应当理直气壮地去争取。
    墨子的经济谋略日后对历史上一些理财官的理财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都在各自的理财活动中运用“开源节
流”的谋略，并加以具体化，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以“廉、义、爱、哀”为核心的做人谋略。
    在墨子的思想言论中，重视做人、重视自我修养的内容是很多的，其中也涉及许多思想方法。
从做人楷模的导向上看，墨子以崇尚夏政著称，他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位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的夏朝先
驱大禹。
把墨家与儒家相比，两家都重视修身，都重视做人。
然而，仔细推敲，他们的标准还是存在相当差别的。
儒家的修身、做人更重视的是以国政为蓝本的文学性修养，而墨家的修身、做人则更重视以夏政为蓝
本的返璞归真。
一个人的修养，要全面来衡量，则既要重“文”，更要重“质”，二者结合，才能称之为“文质彬彬
”，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墨两家在修身、做人方面的思想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此外，墨家在智力开发和成才等方面，也拓展了做人谋略的新思路、新内容。
    ——以思辨、实验精神为特征的科学谋略。
    墨子和墨家重视实验手段，他们善于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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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科学方法，主要集中在《墨经》之中。
其中无论是逻辑思辨还是自然科学成果，无不反映了墨家这一基本思维方法，这种思维，在中国古代
是不多见的。
正因为这样，墨家在数学、时空观念、力学、光学等领域中都取得了当时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成就。
    中国的谋略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比较重视向内寻求谋略，而在对外如何拓展空间、用科学技术去展
现外物生存空间这方面的谋略，则显得非常贫乏。
由此看来，墨家的科学谋略不仅在诸子百家智谋中、而且在整个中国谋略史上都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
值。
可惜的是，由于生产力限制，我国古代科学基本上只停留在经验科学水平上，墨家重视实验、重视抽
象思维的好传统，在墨家分裂之后基本上没有继承下来。
到后来，思辨也索性停留在人文方面，自然科学很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总而言之，墨子和墨家谋略在诸子百家之中，是一种个性非常鲜明、很有特色和成就的谋略，它是
中华谋略宝库中的一朵灿烂的奇葩。
本书试图以语录的体例，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来体现墨子和墨家智谋，虽然展现的内容不一定很完
整，难免挂一漏万，所举的范例也并非完全是语录的诠释；然而，它所追求的是从一个或几个角度来
帮助读者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结合上来理解墨家智谋，并能从中受到某些启迪。
由于这种尝试是第一次，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难免会出现一些缺陷。
如果本书能给读者带来某些帮助的话，那我们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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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也是出谋略的时代。
从大国争霸到秦兼并六国，多少诸侯国在战争的铁蹄下化为尘埃，多少诸侯国又异军突起，成为一代
霸主。
然而，你可曾想过．战争的背后，左右它的是实力．，实力的背后呢，左右它的却是思想、是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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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壹同天下”则大治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
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
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
”则天下何说以乱哉？
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
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墨子·尚同上》 墨子说：“国君是一国的仁德者。
国君向百姓发布政令时号召：你们听到好的或不好的事，都要向天子奏报。
天子认为正确，你们也要认为正确。
天子认为错误，你们也要认为错误。
你们中一些不好的言论必须去掉，要学习天子的正确言论；你们中一些不好的行为也必须去掉，要学
习天子的模范行为。
如果这样，天下怎么会乱？
考察一下天下为什么能治理好的原因，根本在于天下能统一。
统一天下的思想、意见，所以天下才能治理好。
” 墨子生活的年代，正是一个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的年代。
从战乱的痛苦中墨子看到，只有走统一的道路，天下才能得到大治。
春秋时代，能这样认识的思想家还不多，它表现了墨子的远见卓识和分析问题的超前性。
墨子的方略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非通常平庸之辈所能比拟。
 表面上看，墨子说对国君的话要绝对听从似乎过于武断，好像他在提倡盲从。
然而，他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国君必须是“国之仁人”。
显然这里是以贤人政治为前提的。
既然国君的素质是一流的，他的话都是正确的，那当然要绝对听从了。
如果剔除这段话中过于理想化的成分，可以看到墨子强调建立国君集中统一的领导，树立中央朝廷权
威这一意图，通过“壹同天下”从而结束战乱、分裂，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尚同”思想是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中国的统一，最终是通过秦始皇运用军事手段达到的。
这一点墨子可能并不一定赞成，他是希望统治者基于百姓自觉自愿、自然而然达到的。
即便如此，“尚同”——天下一统的目的却是墨子最早提出来的。
虽说墨子生活的年代离后来的秦统一还有很长时间，但越是如此便越能体现出墨子“尚同”思想的价
值和远见卓识。
这里提出的“壹同天下”——树立中央权威，便是达到“尚同”目的不可缺少的谋略。
 公元961年一个秋天的傍晚，北宋皇帝赵匡胤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高级将领石守信等人。
席间，赵匡胤对他们说：“靠了你们，我才有今天。
但你们是否知道，当个皇帝也很难，倒不如节度使快活，现在我没一个晚上睡得安稳。
”他们都问：“为什么？
”赵匡胤也很直率，他说：“我这个位置谁不想要？
”他们连忙说：“大局都已定，谁敢存有异心？
”赵匡胤却毫不客气地说道：“是啊，你们当然没异心，但你们的部下要是贪图富贵，一旦把黄袍加
在你们身上，你想不干，能行吗？
” 这番话，把这些将领们吓得满身冷汗，他们连忙叩头，请求指点一条出路。
赵匡胤早就想好了：“人生在世，莫过于多积财富，自己日子过得好点，子孙也不会贫乏。
你们为何不去买些上好田地，盖些豪华宅第，为后辈置些产业，自己也能饮酒作乐一辈子呢？
要是这样，君臣之间不就没事了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墨子谋略>>

”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墨子谋略>>

编辑推荐

《墨子谋略:兼爱非攻》试图以语录的体例，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来体现墨子和墨家智谋。
它所追求的是从一个或几个角度来帮助读者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结合上来理解墨家智谋，并能从
中受到某些启迪。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墨子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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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