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班文化与工匠精神
（第二版）

谷道宗 王光炎等编著

王光炎  郭  勇  等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教师团队深入研究鲁班工匠文化的通识课程教材。本书梳理了历代典籍文献中关于鲁班及

工匠文化的记载，将鲁班文化的产生和传承进行归纳整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工匠精神的形成及

发展进行了溯源与分析，甄选了十位当代典型的大国工匠和十七个大国重器科研攻关典型案例。在民

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从学校、企业、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传承鲁班文化、弘扬现代工匠精神、培养

具有“匠心、匠气、匠技”的新时代工匠人才的途径。本书内容共六章，包括百工圣祖、匠人智慧、

善国双圣、工匠精神、大国工匠、匠心筑梦。

本书可以作为青年学生和鲁班文化爱好者的知识读本，也可以作为工科类、人文历史类专业学生

的工匠精神教育、鲁班历史文化的拓展选修教材。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010-62782989，beiqinquan@tup.tsinghua.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班文化与工匠精神 / 王光炎等编著. -- 2 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9. -- ISBN 978-7-302 
-67459-7 

Ⅰ. K826.16；B822.9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4K7S953号

责任编辑：杜 晓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刘 静

责任印制：宋 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s://www.tup.com.cn，https://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83470000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16.75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21 年 8 月第 1 版 2024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202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产品编号：108367-01



本书编委会

主 任 委 员：谢宝华  闵祥寨

副主任委员：王宜建  刘陵东

编 委 成 员：王光炎 

王   艳

            秦延勇

郭  勇 

  姚洪文

程茂堂 

于  淼

胡  燕 

  蔡成奎





 

第二版前言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强调，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

的。这充分说明，工匠几乎是伴随人类的历史出现的。人类早期制造工具是出于辅助劳动的

目的，最初将木头、石块、动物的骨头等天然材料通过加工制作成工具，这是手工艺的雏

形，它使人类迈出由猿到人的关键一步。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工具制作的工艺不

仅日益精湛，而且不断满足人类精神层面对美的追求，从凿磨石器工具到雕制玉器，从粗陋

的陶器到精美的瓷器，技艺不断精湛，工匠也就出现了。

在古代，所有从事手工技艺的人统称为匠人，如木匠、石匠、铁匠、铜匠、泥瓦匠等。

荀况在《荀子·儒效》中说“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意思是说，长期从事

农业生产的人为农夫，长期使用斧头等工具的人为工匠。《周礼·考工记序》：“审曲面势，

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百工造物，造物之材，取自自然（五材即石、土、木、

金、革），匠人要充分了解自然物材的形状、性能，并根据材料本身的性状，施加人工，制

为器物，并为百姓所用，是百工的职责所在，对工匠从理论知识和技艺技能两个方面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早在春秋时期，各种手工艺制作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鲁班则被世人推崇为

“百工圣祖”。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现代工艺已经取代了手工艺，当今社会是机械技术

工艺和智能技术工艺的时代，技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标志着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而学习鲁班

文化、传承鲁班精神，永远是培养匠心、涵养匠气、精研匠技的内核所在。

进入后现代工业社会，传统技艺工匠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机械技艺和智

能技艺，工匠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各行各业中，这就是现代工业领域里的新型工匠——机械技

术工匠和智能技术工匠。我国要成为世界制造强国，面临着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

的升级转换，直接影响工业水准和制造水准全面提升的就是精湛的技艺技能。因此，更需要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深蕴的工匠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鲁班文化和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就是传统工匠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省滕州市有着传承了 7300 年的“北辛文化”，古为“三国五邑之地、文化昌明

之邦”，是世界级科技巨匠墨子、鲁班、奚仲的故里。因此，发扬鲁班文化责无旁贷。本

着“挖掘、开发、研究、普及、传承”鲁班文化与工匠精神的原则，2017 年“鲁班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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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匠精神研究”课题组成立，2018 年 3 月此课题被立项为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J18RB034），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形成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书便是研究成果之一。本书由校企合作共同编写，滕州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蔡成奎和

秦延勇高级工程师参与了编写大纲的起草和企业调研，并提供了部分案例。

本书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是百工圣祖，系统梳理了历史文献典籍中对鲁班其人

其事的记载，真实还原鲁班其人其事，力求呈现一个真实的鲁班形象：第二章是匠人智慧，

以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切入点，着重阐述“匠人智慧”的精神实质与核心内涵，全

面分析“匠人智慧”的起源、发展及同中华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让读者感受我国古代劳动

人民的伟大智慧和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璀璨文明；第三章是善国双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称

“墨子鲁班，善国双圣”，主要阐释了鲁班和墨子文化的内涵及传承、鲁班精神的实质和墨

子思想的价值取向；第四章是工匠精神，论述了新时代工匠精神提出的重要意义、现代工匠

精神的内涵、创新文化与工匠精神的内在关系；第五章是大国工匠，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

的加速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涌现出了更多的大国工匠和大国重器，本次修订从中甄选了十位

当代典型的大国工匠和十七项大国重器的科研攻关案例，这些大国工匠和大国重器，不仅是

中国制造业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他们共同构

成了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亮丽风景线，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第六章是匠心筑梦，从教育、企业、社会三个层面探讨了工匠和工匠精神的培养模式、

培养方法和路径。

我们虽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才刚刚起步，这些研究不可避免

地会存在缺憾，希望得到更多的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使我们在今后更加广泛、深入的探究

中更加严谨、完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向提供这些研究资料的专家学者致以

衷心的感谢！有些文献资料由于各种原因，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也请作者能主动与我们联

系，以向您表示诚挚的谢意。在此也向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以精益

求精的态度对书稿反复校核修改，这是工匠精神真正的体现。

王光炎
2024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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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第一章  百工圣祖

鲁班像

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

般（古 时“般” 和“班” 同 音 通 用， 故 人 们 常 称 为“鲁

班”）。鲁班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 507 年），卒于周

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 444 年），鲁国（今山东滕州）人。

鲁班是我国古代一位出色的发明家和技术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

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生产力的提高，使井田制逐

渐瓦解。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工艺技术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战国以前，工匠们一直从事着原始、繁重的劳动。鲁班创造出许多灵巧

实用的工具，一定程度上让匠人们从高强度、高难度的生产劳动中解脱

出来。长期以来，他一直被木工、石工、泥瓦匠等尊奉为“祖师”，“鲁

班”这一名字成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人们将鲁班传颂得出

神入化、无所不能，这既表达了民间百姓、百工匠人对他高超技艺的崇

拜，也寄托了历代工匠改进生产技艺，力图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愿望。

鲁班的传说多是在业内或师徒之间以“口传心授”的形式呈现，其

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加工和再创作。他的发明创造及扶贫济困的故事至今

仍在民间流传。鲁班的传说大多有遗迹或行迹作为载体，比如祠庙、坟

茔、地方风物及有其参与的工程等，这些遗迹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地区。

这些遗迹、遗产极大地促进了鲁班文化的形成和传播，使“巧圣”鲁班

的形象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历久弥新、深入人心。

历史上真实的鲁班是一个跨学科、跨行业的复合型人才，是一个勤

劳不息、刻苦钻研、勇于实践、善于发明、不断创新的科技巨人。他发

明的飞鸢成为人类征服太空的首创；他发明的云梯、钩拒及其他军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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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促进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此外，他还有很多工具、工艺方面

的创造与成就。鲁班是诸多行业的奠基者，是我国古代名副其实的“百

工之祖”。正如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众多历史人物一样，鲁班也是

根植于人们心中、影响深远的伟人。因此，研究鲁班文化是发掘、探究

我国古代科技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鲁班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的能工

巧匠，创造出众多影响人们生活、促进社会进步、改变世界面貌的科技

发明。这些创造及其包含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传承，从

而永无止境地向着宏伟的科技殿堂迈进。

第一节 先师鲁班

一、鲁班其人

鲁班出生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

的时期。战国以前社会阶级划分为贵族和奴隶，并世代相传。到战国时

期，由于井田制的瓦解，封邑制转为俸禄制，贵族随之没落下去。奴隶

得到解放，成为小自耕农，并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使社会生产力进一

步发展。

经济的发展又和生产工具、技术改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生产

工具方面所出现的重大历史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的使用。

在青铜器时代，铜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并存。而到了

战国时，不仅木、石工具逐渐消失，就是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而

坚固的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如锯、凿、钻、斧、锛、刀等，极大地提高

了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对此，李约瑟在《中国科技与文化》

中说：“在文艺复兴前和文艺复兴期间，中国在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占

支配地位……古代和中古时期，默默无闻的中国工匠对世界的贡献要远

比亚历山大时期的力学家和能言善辩的理论家多得多。”生产力的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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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彩虹

高必然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变。当时王室没落、诸侯纷争，社会思想活跃，

各阶级、各阶层、各行业都出现了很多闻名于世的杰出的人物，如孔子、

孟子、墨子、庄子、管子、公输子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称为“九

流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

农家为九流，加上小说家为十家。其中大部分是思想家、政治家。但无

疑，鲁班作为科技发明的领军人物，深深地影响着后人。

（1）鲁班原名公输般，并被称“子”，源于鲁国公室宗亲。把公输和

家人记载在一起的典籍共有四部。

①《孟子·注》，是东汉经学家赵岐注释《孟子》的专著。他对《离

娄上》篇“公输子之巧”的注释“鲁班，鲁之巧人也。或以为鲁昭公

之子”。

② 明《鲁班经》，开篇记述：“师讳班，姓公输，其父讳贤，母吴

氏……生于鲁定公三年”，“十五岁，忽幡然，愤诸侯僭称王号，志在尊

周而计不行”，“注意雕镂刻画，欲令中华文物焕然一新”。

③《康熙字典》引《文选·张衡〈西京赋〉》注：“般，与班同。鲁

般，鲁哀公时巧人。”

④《礼记·檀弓》，记载：“季康子之母死，敛，般请以机封下葬。”

从以上记载和注释不难看出，鲁班成长为巧人的前半生是与鲁国的

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和季康子“三公一卿”紧密相连的。

知识链接

《史记》中记载：“鲁起周公至顷公，凡三十四世。”鲁昭公系鲁国 23 代君主，公元前 542 年

即位。当昭公在位 25 年时，因“斗鸡事件”引起公卿战争，他的权相季平子联合孟孙氏、叔孙

氏三桓军队打败昭公，昭公带领亲眷和大臣等外逃齐晋长达 7 年之久，后死于晋。按当时周制，

本应由太子衍继承君位。但季氏家族强势推昭公之弟定公主政，后即位。《谷梁传》对此专有记

载：“昭无正终，故无正始。不言即位，丧在外也。先君无正终，则后君无正始也。”由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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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应出生在昭公死之前后，公元前 509 年或公元前 510 年，比《鲁班经》记“生于鲁定公三

年”早了两年，这可能与《谷梁传》所记“后君无正始”有关。

《鲁班经》中说“师鲁班，母吴氏”。《左传·哀公十二年》记载：“春秋时通行以孟（伯）、

仲、叔、季排行加在姓名前作称呼（后成为姓氏）。如鲁昭公夫人本为吴国人，姬姓，因讳同

姓通婚不称吴孟姬，而称吴孟子。”由此来看，鲁班母亲姓吴是有据可查的。联系《左传》关

于“公赐公衍羔裘，使献龙辅于齐侯，遂入羔裘，齐侯喜 "，和鲁国战乱开始，昭公把太子公衍

安置于齐国，是因昭公母为齐归的记载。昭公外逃末期，把已孕的吴孟子或刚出生的鲁班和其

母安置于距吴国最近的鲁之属国小邾国，类似安置太子。而鲁班也正因为从幼年就生活于工业

技术先进的“百工之乡”，才学成巧匠。这也与《鲁班经》中鲁班“愤诸侯僭称王号，志在尊

周”的身份相吻合。

《康熙字典》引《文选·张衡〈西京赋〉》注：“鲁般，鲁哀公时巧人”。鲁哀公是定公之子，

定公为昭公之弟，鲁班与鲁哀公是叔伯兄弟。《礼记·檀弓》记载“季康子之母死”之季康子，

是哀公的正卿，鲁桓公后裔。鲁班与季康子也是同宗同族。鲁国是一个尊礼重孝的国家，鲁班

参加季康子母亲的下葬仪式是遵守周礼鲁制。再从鲁班年龄推算，他是鲁哀公时巧人，定公在

位 15 年，哀公在位 27 年，共 42 年，正符合他成长为巧人和能在葬礼上请以“机封”的年龄。

鲁哀公也是被季氏打败逃亡后死的，他儿子悼公即位后，“鲁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史

记》），鲁班也出游楚国，所以从此典籍中也不再有鲁班与鲁国公卿之间活动的记载。

（2）公输复姓的形成源于周，循于鲁。

从《左传》《礼记》等典史中收集到的资料知道鲁昭公有三位夫人和

公衍、公为、公禺、公输四个儿子，同时清晰地看出鲁昭公下一代复姓

的形成。《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13 年）记载：公衍与公为快出

生时，两位母亲住在产房里，衍比为早生三天。公为的母亲欲给儿子争

嫡，哄骗衍的母亲等待她的孩子出生后“相与偕告”，但她却晚生早报，

阴谋得逞。后被揭露，昭公“乃黜之，而以公衍为太子”。昭公死，定公

即位后，封昭公长子公衍为公爵。当时公衍因战乱居齐，从此未归鲁。

昭公还有一子公禺出现在《礼记·檀弓下》中。

班母班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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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输复姓与鲁国王室其他成员姓氏的形成一样，皆源于周循于鲁。

周，姬姓。周灭商后进行封国，被封者有同姓也有异姓，鲁国属于同姓

封国，鲁国王室成员亦姓姬。《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卒相成

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为鲁国国君。按周制，后世君主均以

封国为姓称鲁某公、诸侯公卿均由嫡长子继承，受封的诸侯以国为氏

（姓），卿大夫可以受封的邑名、受封的官名或以祖先的字或谥号为氏

（姓），也可以伯、仲、孟、叔、季为氏（姓）。鲁国王室遵循周制，形成

自己的姓氏。鲁昭公名稠，是以封国为姓。其长子未能继承君位只能以

定公封号“公”冠名衍为复姓公衍，公输般显然是从兄也以封号“公”

冠名复姓公输。史料记载，在公输班的后裔子孙和弟子中，有的从先

祖复姓“公输”，有的简姓“公”，也有的以“鲁”或“班”为姓相传

至今。

从打败昭公的季平子家族姓氏演变也可鉴证鲁国王室姓氏之特点，

鲁国传至第 16 代鲁庄公时，“庄公有三个弟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

曰季友”。《史记》记，庆父原名仲孙，因避讳与庄公伯仲相称，改为孟

孙，他们的后裔便分别以孟、叔、季为姓。传到 22 代襄公，季文子也就

是季康子先祖为相。正是襄公在位时鲁国“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

（《左传·襄公·襄公十九年》），小邾国才成为鲁国的属国。“襄公卒，立

齐归之子为君是为昭公”。昭公在位时小邾国国王曾多次至鲁朝贡，所以

才有鲁班被安置于小邾国，后来成为故里的可能。

（3）孟子、墨子称公输为“子”是对鲁班表示尊敬。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对“孟子”的注释：“邹人也，名轲。邹本春

秋邾子之国”，“或曰鲁公族孟孙之后”。《孟子世家》也载：孟子的十二

世祖为鲁桓公之子“桓公生庄公”，次庆父、叔牙、季友后称“三桓”，

“庆父初称仲孙，后更称孟孙，子孙因以孟为姓”。这样看来鲁桓公是孟

子的世祖，鲁昭公是鲁班的父亲，鲁班生于公元前 507 年左右，孟子生于

公元前 372 年，相隔 130 余年。《孟子世家》记载孟子在 49 岁时，滕国国

君滕文公曾礼聘他到滕国“馆于上宫”，60 岁前先后两三次到滕国及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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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住了两三年。当时滕国国土面积“绝长补短将五十里”，小邾国与

滕国山水相连，鲁班长时间生活在小邾国与滕国。孟子著书是在 70 岁左

右，由此可知，孟子是在公输离世后 121 年来小邾国和滕国考察，听闻

鲁班之巧，创新发明磨等工具，对社会及人民作出了贡献，受到人民的

爱戴。主张“民贵君轻”的孟子，才怀着崇敬之心，称这位同族先辈为

“子”。而墨子则是鲁班同时代同乡，又比公输小 30 岁左右，他称“子”

也应是知道鲁班历史背景的。《辞源》对“子”的注释：“古代对男子的

尊称，如孔子、墨子、老子、季文子。”由此来看，当时公输般也和季文

子、季平子、季康子等一样同为诸侯之后代，都能称“子”。

《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凡史之属，皆从史。事，从史。”

沿着鲁国“三公一卿”界标，把鲁班出生作为起点，一直追溯到他与墨

子演绎止楚攻宋的故事为止，从中不仅探索到他与“三公一卿”的血缘

关系、兄弟复姓的渊源，并且以他成长的年龄和重要人物进行有序排列，

相互对照，初步厘清鲁班这位巧人的身世，筑成他一生 70 余年的成长大

道。特别是发现鲁班贵为鲁国的王子，在重士轻工时代，能毅然调整志

向，潜心学习匠工技术，做到一专多能、精益求精、敬业创新、乐于助

人，一生都在从事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事业，被誉为“百工祖

师”，名垂千古，体现出一个工匠的价值。

二、历史记载

鲁班作为中华民族最具影响的行业信仰神，在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

《礼记·檀弓下》有“公输般”，《墨子·鲁问》及《墨子·公输》则是对

“公输般”最详细的记载。在《墨子·鲁问》中，更是称他为“公输子”，

由此可知，公输般在当时的上层宫廷也是很受人尊敬的。其后在《孟子》

《吕氏春秋》《战国策》中，都有对于公输子的记载，但大体内容不超过

《墨子》记述的范围。至汉代典籍《淮南子》《盐铁论》《论衡》均以巧匠

的身份描述公输般，特别是《淮南子》首称公输子为“鲁般”（“般”

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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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部分典籍中关于鲁班的记载。

礼记·檀弓下

【原文】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

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母以

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

【译文】季康子的母亲去世了，年幼的公输若作为匠师主持下葬，公输般建议用他

新设计的机械来下棺。主人正要答应时，公肩假却说：“不行！下棺的工具鲁国有先

例。国君比照天子，使用四块丰碑；仲孙、叔孙、季孙三家比照国君，使用四根木柱。

般！你用别人的母亲来试验你的技巧，难道是不得已吗？如果你不借此机会来试验你

的技巧，就会感到难受吗？你怎么这样不懂礼呢！”最终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办。

墨子·鲁问

【原文】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

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

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

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势，亟败越人。

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子墨子曰：

“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

亲，弗揣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

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

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

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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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

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

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

【译文】从前楚国人与越国人在长江上进行船战，楚国人顺流而进，逆流而退；见

有利就进攻，见不利则想要退却，这就难了。越国人逆流而进，顺流而退；见有利就

进攻，见不利想要退却，就能很快退却。越国人凭着这种水势，屡次打败楚国人。公

输盘从鲁国南游到楚国，于是开始制造船战武器，他造了钩、镶的设备，敌船后退就

用钩钩住它，敌船进攻就用镶推拒它。计算钩与镶的长度，制造了合适的兵器。楚国

人的兵器适用，越国人的兵器不适用。楚国人凭着这种优势，又屡次打败了越国人。

公输盘夸赞他制造的钩、镶灵巧，告诉墨子说：“我船战有自己制造的钩、镶，不知道

您的义是不是也有钩、镶？”墨子回答说：“我义的钩、镶，胜过你船战的钩、镶。我

以‘义’为钩、镶，以爱钩，以恭敬推拒。不用爱钩就不会亲，不用恭敬推拒就容易

轻慢，轻慢不亲近就会很快离散。所以，互相爱，互相恭敬，如此互相利。现在你用

钩来阻止别人，别人也会用钩来阻止你；你用镶来推拒人，人也会用镶来推拒你。互

相钩，互相推拒，如此互相残害。所以，我义的钩、镶，胜过你船战的钩、镶。”

公输盘削竹、木做成鹊，做成就让它飞起来，三天不从天上落下来。公输盘自己

认为很精巧。墨子对公输盘说：“你做的鹊，不如匠人做的车轴上的销子，一会儿削成

一块三寸的木头，可以担当五十石重的东西。所以，平常所做的事，有利于人，可称

作精巧；不利于人，就叫作拙劣了。”

公输盘对墨子说：“我没有见到你的时候，我想得到宋国。自从我见了你之后，给

我宋国，假如是不义的，我不会接受。”墨子说：“我没有见你的时候，你想得到宋国。

自从我见了你之后，给你宋国，假如是不义的，你不会接受，这是我把宋国送给你了。

你努力维护义，我又将送给你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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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公输

【原文】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

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愿借子杀之。”公输盘不

说。子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

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

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

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子墨子曰：“然，

胡不已乎？”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

盘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

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有窃疾

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

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

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

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

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

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

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

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

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

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

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

人知之。”
子墨子与公输盘进行攻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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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那种器械，造成后，将用它攻打宋国。墨子听说，

就从齐国起身，行走十天十夜才到楚国国都郢，会见公输盘。

公输盘说：“您对我有什么吩咐呢？”墨子说：“北方有一个欺侮我的人，愿借助你

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我愿意献给你十镒黄金。”公输盘说：“我奉行义，

绝不杀人。”墨子站起来，再一次对公输盘行了拜礼，说：“请向你说说这义。我在北

方听说你造云梯，将用它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多余的土地，人口却不

足。现在牺牲不足的人口，掠夺有余的土地，不能认为是智慧。宋国没有罪却攻打它，

不能说是仁。知道这些，不去争辩，不能称作忠。争辩却没有结果，不能算是强。你

奉行义，不去杀那一个人，却去杀害众多的百姓，不可说是明智之辈。”公输盘服了他

的话。墨子又问他：“那么，为什么不取消进攻宋国这件事呢？”公输盘说：“不能。我

已经对楚王说了。”墨子说：“为什么不向楚王引见我呢？”公输盘说：“行。”

墨子见了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舍弃了自己装饰华美的车子，邻居有辆

破车，却打算去偷；舍弃他华丽的丝织品，邻居有一件粗布的短衣，却打算去偷；舍

弃他的美食佳肴，邻居只有糟糠，却打算去偷。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楚王回答

说：“这人一定患了偷窃病。”

墨子说：“楚国方圆五千里，宋国方圆五百里，这就像彩车与破车相比；楚国有云

梦大泽，犀、兕、麋鹿充满其中，长江、汉水中的鱼、鳖、鼋、鼍富甲天下，宋国却

连野鸡、兔子、狐狸都没有，这就像美食佳肴与糟糠相比；楚国有巨松、梓树、楠、

樟等名贵木材，宋国连棵大树都没有，这就像华丽的丝织品与粗布短衣相比。从这三

个方面来看，我认为楚国进攻宋国，与有偷窃病的人是同一种类型。我认为大王您如

果这样做，一定会伤害了道义，却不能据有宋国。”楚王说：“好啊！即使这么说，公

输盘已经给我造了云梯，一定要攻取宋国。”

于是又叫来公输盘见面。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作为守备

的器械。公输盘九次陈设攻城用的机巧多变的器械，墨子九次抵拒他的进攻。公输盘

攻战用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公输盘受挫了，却说：“我知道用什么

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楚王问原因。墨子回答说：“公输盘的意思，不过是杀了

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

已经手持我守御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待楚国侵略军呢。即使杀了我，守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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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却是杀不尽的。”楚王说：“好啊！我不攻打宋国了。”

墨子从楚国归来，经过宋国，天下着雨，他到闾门去避雨，守闾门的人却不接纳

他。所以说：“运用神机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而于明处争辩不休的人，众人却

知道他。”

孟子·离娄上

【原文】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译文】离娄眼神好，公输班技巧高，但如果不使用圆规曲尺，也不能画出方圆；

师旷耳力聪敏，但如果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虽有尧舜之道，如果不施行仁

政，也不能使天下太平。

吕氏春秋·慎大览

【原文】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

以兵加。善持胜者，以术强弱。

【译文】孔子力气那样大，能举起国都城门的门闩，却不肯以力气大闻名天下。墨

子善于攻城守城，使公输般折服，却不肯以善于用兵被人知晓。善于保持胜利的人，

能有办法使弱小变成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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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宋卫·公输般为楚设机

【原文】公输般为楚设机，将以攻宋。墨子闻之，百舍重茧，往见公输般，谓之

曰：“吾自宋闻子。吾欲藉子杀王。”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王。”墨子曰：“闻公为云

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义不杀王而攻国，是不杀少而杀众。敢问攻宋何义也？”

公输般服焉，请见之王。

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

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必为有窃

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云梦，犀兕

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糟糠

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柟、豫樟，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恶以王吏之

攻宋，为与此同类也。”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译文】公输般为楚国制造攻城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件事，步行

万里，脚底磨起了厚茧，赶着去见公输般，对他说道：“我在宋国就听说了先生的大

名。我想借助您的力量去杀一个人。”公输般说：“我是讲道义的，决不杀人。”墨子

说：“听说您在造云梯，用来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你口口声声说讲道义，不杀

人，如今攻打宋国，这分明是不杀少数人而杀多数人呀！请问你攻打宋国是什么道义

呢？”公输般被说服了，墨子请他为自己引见楚王。

墨子见到楚王，说道：“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放着自己华美的彩车不坐，却想去偷

邻居家的一辆破车；放着自己锦绣织成的衣服不穿，却想去偷邻居的粗布短衫；放着

自己家里的好饭好菜不吃，却去偷邻居的酒糟和糠皮。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楚王

说：“有偷东西癖好的人。”

墨子接着说：“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而宋国才不过五百里，这就如同用华美的彩

车和破车相比。楚国有云梦泽，犀牛和麋鹿充斥其中，长江和汉水的鱼鳖、大鼋和鳄

鱼，为天下最多，而宋国却是连野鸡、兔子、鲫鱼都不产的地方，这就如同用精美的

饭菜和糟糠相比。楚国有高大的松树，带花纹的梓树，以及楩树、楠树、豫樟树等名

贵树种，而在宋国大树找不到一棵，这就如同用锦绣和粗布短衫相比。因此我认为大

王去攻打宋国，与有盗窃癖差不多。”楚王说：“说得好！我不去攻打宋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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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齐俗训

【原文】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为工也。故高不可及

者，不可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

【译文】鲁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鸟，并使鸢鸟在天空飞行三天三夜，但不能让他

们做一般的工匠。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不能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高尚的品行，

不能拿来作为一国民众的风俗。

盐铁论·贫富

【原文】文学曰：“行远道者假于车，济江海者因于舟。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

资而假物者也。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

足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而不能自为壶鼎盘杅，无其用也。君子

能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历山，恩

不及州里，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见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

之尧，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财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