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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整理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十)： 

第十章 歷史的另一傳承--墨子的兼愛與天志 

謝鶯興  

本 文 係 進 行 手 稿 與 單 篇 發 表 的 文 章 (簡 稱「 論 文 」)及 彙 整 為 專 著 (簡 稱

「 專 書 」 )等 三 類 的 內 容 比 對 。  

本 章 發 表 的 論 文 在 《 人 生 》 21 卷 6 期 ， 以 〔 〕 符 號 表 示 論 文 與 收 入

專 書 間 的 差 異 。  

本 章 的 手 稿 有 兩 篇，第 一 篇 是「 墨 子 的 天 志 」(以 下 簡 稱 手 稿 一 )，以

{}符 號 標 示 標 示 手 稿 一 與 論 文 及 專 書 的 差 異；第 二 篇 是「 墨 子 的 兼 愛 與 天

志 」
1
(以 下 簡 稱 手 稿 一 )，以【 】符 號 標 示 標 示 手 稿 二 與 論 文 及 專 書 的 差 異  

手 稿 之 字 跡 未 能 辦 識 者，乃 以「 ■ 」標 示。各 符 號 所 表 示 手 稿、論 文、

專 書 間 的 差 異 ， 則 於 註 語 說 明 其 間 的 不 同 。  

〔 第 十 章  歷 史 的 另 一 傳 承 --墨 子 的 兼 愛 與 天 志 〕
2
 

一  

〔孔子的人性論〕
3
，乃中國古代文化長期發展，逐漸形成的產物。但

一個偉大民族文化的進程，在沒有強大壓力干涉之下，決不會只成為一條

單線地、直線地前進。對於同樣的客觀環境、社會問題，可以產生各種不

同的觀點；提供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法。人性論的出現，是為了解決道德的

根據，乃至人類自身依歸的問題的。墨家無人性論，但並不是沒有此一問

題。他對此一問題{所提供的解決}
4
方法，則是以走【歷史回頭路的外貌，

立基於天志的構想之上】
5
。墨子的天志，實同於周初宗教性的天命。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發展組組員 
1  按，手稿二稿外空白處題「貫之兄，此文如可用，望刊出後寄賜六份。如不可用，

望轉交達凱兄。又收到時望復示一信。」但又被硃筆劃除。 
2  按，手稿一篇名作「墨子的天志」，次行有被墨筆塗刪的「第六章儒家外的先秦諸子

的人性論」等字；手稿二、論文篇名皆作「墨子的兼愛與天志--中國人性論史初稿

之六」，但手稿二的篇名，在「墨子的」與「天志」之間，插入「兼愛與」三字，

顯示在原擬以「墨子的天志」為篇名發表。 
3  按，專書此 6 字，手稿一作「如前所述，儒家的人性論」；手稿二、論文作「在這以

前，主要是敘述儒家的人性論」。 
4  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6 字，手稿一作「解決的」。 
5  按，手稿二此 18 字的右側，有小圓圈(「°」)的符號，與刊登於期刊中單篇論文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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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記•孟 荀 列 傳 》「 蓋 墨 翟，宋 之 大 夫，善 守 禦，為 節 用。或 曰，

在 孔 子 時，或 曰，在 孔 子 後 」。按 〕
6
現 存《 墨 子 》一 書 中，常 以 楚 越 齊 晉

並 稱 (如〈 非 攻 下 〉、〈 節 葬 下 〉等 篇 )，可 知 墨 子 之 生 卒 年 月，雖 無 由 論 定；

要 其 主 要 活 動，則 在 越 未 滅 於 楚，三 家 亦 尚 未 分 晉 之 時。【 {所 以 他 的 生 平，

〔 】
7
《 史 記•孟 荀 列 傳 》謂「 或 曰 並 孔 子 時，或 曰 在 其 後 」，〕

8
以 在 孔 子

後 而 與 孔 子 頗 為 接 近 者 為 近 是。〔 孫 詒 讓《 墨 子 閒 詁•墨 子 年 表 》謂「 墨

子 當 與 子 思 並 時，而 生 年 尚 在 其 後，當 生 於 周 定 王 之 初 年，(紀 前 四 六 八 -

-四四一)，而卒於安王之季(紀前四〇一--三七六)，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

孫 氏 謂 其 生 年 在 子 思 之 後，恐 推 論 失 之 太 遲。《 漢 志 》「《 墨 子 》七 十 一 篇 」，

現 存 五 十 三 篇。其 書 非 自 著。凡 有「 子 墨 子 曰 」這 類 話 的，是 其 學 徒 引 用

墨 子 自 己 的 話。沒 有「 子 墨 子 曰 」的，是 他 的 學 徒，傳 述 他 的，並 加 以 發

揮 的 話。五 十 三 篇 中，其 編 成 的 時 代，並 非 一 時。自〈 親 士 〉第 一 至〈 三

辯 〉第 七，各 僅 一 篇，疑 係 墨 學 未 分 派 以 前 所 編 定。自〈 尚 賢 上 〉第 八 至

〈 非 儒 下 〉第 三 十 九，疑 係 墨 學 分 派 以 後 所 編 定。《 韓 非 子•顯 學 篇 》，以

「 墨 分 為 三 」，或 與 此 正 合。〕
9
孟 子 距 楊 墨，詆 墨 氏 為 無 父；且 曾 與 墨 者

夷 之 有 關 涉 ； 但 墨 子 非 儒 ， 而 未 涉 及 孟 子 。《 莊 子 》 一 書 ， 除 〈 天 下 篇 〉

正 式 對 墨 子 及 其 學 派 作 正 確 的 評 論 外，提 及 楊 墨 而 加 以 譏 刺 之 辭 者，亦 非

只 一 處。但《 墨 子 》書 中，亦 未 關 涉 及 莊 子 乃 至 道 家。由 此 可 以 推 定，現

行《 墨 子 》一 書 ，自〈 親 士 〉第 一 至〈 非 儒 〉三 十 九 ，【 其 編 定 之 概 略 時

間，〔 當 在 孟 莊 〕
10
】

11
時 代 之 前。並 在 孟 莊 時 代，已 開 始 流 行。〔 至 於 前 述

之 有 關 名 詞，則 因 我 國 文 化，到 了 春 秋 末 期，因 貴 族 崩 潰 及 沒 有 統 一 的 政

治 控 制 力 量，已 開 始 作 自 由 的 發 展。此 類 有 關 思 想 性 的 名 詞，其 使 用 的 情

                                                       
號相同，顯示手稿二應是擬寄出的稿件的再修稿。 

6  按，專書此 31 字，手稿一、手稿二、論文皆無。 
7  按，專書此 31 字，手稿一、手稿二、論文皆無。 
8  按，此論文 18 字，手稿一、手稿二、專書皆無。 
9  按，專書此 232 字，手稿二、論文作「《論語》《孟子》中，有士與君子之稱；而《墨

子》則常將士與君子連為一詞而稱為「士君子」。《論語》《孟子》中，皆各別述及堯

舜禹湯文武，而《墨子》則常將堯舜禹湯文武連在一起；此皆似在分別稱述之後，再

加以整理條貫而始成立的稱呼。〈所染第三〉，一則曰『以其行理也』；再則曰『處官

失其理矣』，理字作抽象名詞用，亦始於《孟子》《莊子》前後。據此，則《墨子》之

編定成書，似在孟子時代之後。然」等 145 字。 
10按，專書此 4 字，論文作「斷係編定於孟子」。 
11按，專書此 12 字，論文此 19 字，手稿二作「斷係編定於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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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便 不 應 僅 憑 儒 家 發 展 的 單 線 來 加 以 衡 定。〕
12
〈 公 孟 篇 〉裡 提 到 告 子，

孫 詒 讓 引 蘇 說 「 此 告 子 自 與 墨 子 同 時 ， 後 與 孟 子 問 答 者 ， 當 另 為 一 人 」，

這 是 可 以 相 信 的。 此 外，〈 經 〉上 下〈 經 說 〉上 下，有 人 以 為 係 墨 子 所 自

作； 但 我 以 為 連 同〈 大 取 〉〈 小 取 〉等 共 六 篇，殆 出 於 墨 學 團 體 所 編 輯 整

理 的 辭 書，其 時 間 當 在 孟 子 之 後，其 內 容 乃 代 表 戰 國 時 代 辯 者 所 共 同 得 出

之 若 干 結 論〔；但 墨 子 後 學，曾 對 辯 者 加 以 批 評，並 作 了 若 干 向 前 的 發 展。〕
13
墨 學 團 體 因 其 與 辯 難 之 術 有 關 ， 乃 加 以 纂 輯 ； 此 可 以 表 示 墨 家 後 來 發 展

之 一 傾 向 }
14
，但 不 一 定 是 出 於 墨 家 所 獨 創。例 如《 莊 子•天 下 篇 》謂「 相

里 勤 之 弟 子，伍 侯 之 徒 … … 俱 誦 墨 經，而 倍 譎 不 同，相 謂 別 墨；以 堅 白 同

異 之 辯 相 訾，以 觭 偶 不 仵 之 辭 相 應 」。堅 白 同 異，乃 當 時 辯 者 共 同 的 論 題。

由 此 可 知〈 經 上 〉〈 經 下 〉{等 篇 的 主 要 內 容，只 能 算 是 他 們 把 收 集 的 材 料，

經 過 整 理 ， 編 成 〔 為 〕
15
}

16
自 己 的 教 本 ， 供 當 時 互 相 論 難 之 資 ； 亦 猶 〈 備

城 門 〉以 下 {諸 篇，乃 }
17
編 集 當 時 兵 技 巧 家 而 成，{同 樣 的，不 是 }

18
墨 家 所

獨 創 。所 以 {不 能 從 這 種 地 方 把 握 墨 子 的 原 始 思 想 乃 至 墨 學 的 特 色 。〔〈 耕

柱 〉至〈 公 輸 〉五 篇，則 其 後 學 所 記 之 遺 聞 軼 事，可 為 考 見 墨 子 平 生 行 跡

之 資 。 〕
19
}

20
同 時 ， 我 曾 再 三 說 過 ， 先 秦 典 籍 ， 編 定 成 書 的 年 代 ， 並 非 等

於 該 書 內 容 之 成 立 及 開 始 活 動 的 時 代。從 一 種 思 想 之 發 生、活 動，到 將 其

                                                       
12按，手稿二、論文此 83 字，專書皆無。 
13按，專書此 23 字，手稿二、論文皆無。 
14按，論文、專書此 667 字，手稿一作「與孔子的時代，頗為接近。若其弟子禽滑釐，

之曾為子夏之弟子之說為可信，則或正與子夏約略同時，但其書之編成，恐係完成於

戰國中葉。其中最不可解的是涉及告子而未涉及孟子，或即稍後於孟子。《論語》《孟

子》中，有士與君子之稱；而《墨子》則常將士與君子連為一詞而稱為「士君子」。

《論語》《孟子》中，皆各別述及堯舜禹湯文武，而《墨子》則常將堯舜禹湯文武連

在一起；此皆似在分別稱述之後，再加以整理條貫而始成立的稱呼。〈所染第三〉，一

則曰『以其行理也』；再則曰『處官失其理矣』，理字作抽象名詞用，亦始於《孟子》

《莊子》前後。至〈經上〉〈經下〉，我認為這是墨學團體所編的辭書，其時間為更晚。

其內容乃代表此一時代共同所到達之若干結論，因為非攻及辯難有關係，為墨學團體

所重視，乃加以纂輯；此可以表示墨家後來發展之方向」。 
15按，專書此字，手稿二、論文皆無。 
16按，專書此 26 字，手稿二、論文此 25 字，手稿一作「六篇中，有關這類的材料，

可能算是他們所收集的材料，編成」。 
17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一作「篇為」。 
18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一作「理非」。 
19按，專書此 53 字，手稿二、論文 30 字，論文一作「所以墨學的特色」。 
20按，專書此 30 字，手稿二、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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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定 成 書 ， 常 常 要 經 過 很 長 的 一 段 時 間 。 編 定 成 書 {時 }
21
， 常 易 將 編 定 時

之 流 行 名 詞 或 故 事 ， 附 加 進 去 ， 並 且 其 中 也 {容 易 }
22
雜 有 不 屬 於 該 一 思 想

系 統 的 材 料。{《 墨 子 》中 }
23
最 明 顯 的，{如 }

24
〈 親 士 第 一 〉自「 今 有 五 錘 」

以 下 ， 至 「 非 此 祿 之 主 也 」 一 段 ， 凡 一 百 三 十 九 字 ， 乃 {道 家 以 無 用 求 全

之 意 }
25
，不 僅 與 墨 子 果 決 任 事，不 畏 犧 牲 的 精 神 不 合；且 亦 與 本 篇 上 下 文

之 辭 義 不 相 連 屬；這 恐 怕 是 當 時，或 後 來 劉 向 校 錄 時 所 錯 入 的。但 不 可 因

此 而 {懷 疑 及 墨 子 }
26
思 想 發 生 之 年 代 問 題，{及《 墨 子 》一 書 主 要 部 分 的 真

實 性 。 所 以 現 時 《 墨 子 》 一 書 ， 由 〈 親 士 〉 到 〈 非 儒 〉， }
27
依 然 可 以 代 表

墨 子 的 基 本 思 想 {。 }
28
 

就 現 在《 墨 子 》一 書 所 看 得 出 來 的 墨 子 一 生 的 行 跡，其 為 魯 人，已 無

疑 義。 惟《 史 記• 孟 荀 列 傳 》中 謂 其「 為 宋 大 夫 」， 後 人 皆 承 此 說 。孫 詒

讓〈 墨 子 傳 略 第 一 〉並 謂 其 為 宋 大 夫，當 在 宋 昭 公 時。但 在《 墨 子 》一 書

中，無 為 宋 大 夫 之 形 跡。他 勸 楚 勿 攻 宋，乃 自 魯 國 前 往。且〈 公 輸 篇 〉記

此 事 始 末 頗 詳； 楚 因 墨 子 而 不 攻 宋 後，「 子 墨 子 歸，過 宋，天 雨，庇 其 閭

中 ， 守 閭 者 不 納 也 」。 由 此 可 以 斷 言 在 救 宋 以 前 ， 決 無 曾 為 宋 大 夫 之 事 。

{否 則 不 會 守 閭 者 不 納 。 }
29
又 〈 貴 義 篇 〉 載 「 子 墨 子 南 遊 於 楚 ， 見 楚 獻 惠

王；獻 惠 王 以 老 辭，使 穆 賀 見 子 墨 子；子 墨 子 說 穆 賀；穆 賀 大 說，謂 子 墨

子 曰，子 之 言 則 誠 善 矣；而 君 王，天 下 之 大 王 也；毋 乃 曰，賤 人 之 所 為 而

不 用 乎 」？ 在 墨 子 的 答 覆 中，引 湯 將 見 伊 尹，御 者 彭 氏 之 子 謂「 伊 伊，天

下 之 賤 人 也 」以 自 喻，則 所 謂「 賤 人 」者，不 是 指 他 的 學 說，而 係 指 他 的

身 分。他 所 主 張 的「 夏 政 」，依 然 是 王 者 之 術，不 可 謂 為「 賤 人 之 所 為 」。

若 彼 曾 為 宋 大 夫，亦 不 當 指 其 為「 賤 人 」。自 此 以 後，至 宋 昭 公 之 死， 據

                                                       
21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一皆無。 
22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一皆無。 
23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一皆無。 
24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一皆無。 
25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21 字，手稿一作「莊子『堆出於峰，流必摧之』的思想

發揮」。 
26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一作「涉及此一」。 
27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27 字，手稿一作「現在的《墨子》一書」。 
28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符號之後，手稿一尚有「當然，其中許多論證的材料，

是出於他的學徒的踵事增華」。 
29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二、手稿一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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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詒 讓〈 墨 子 年 表〔 第 二 〕
30
〉，凡 三 十 六 年，墨 子 活 動 於 魯 齊 衛 楚 之 間，

無 作 宋 大 夫 之 徵 驗。僅《 史 記 》載 鄒 陽〈 獄 中 上 書 〉有「 宋 信 子 罕 之 計 而

囚 墨 翟 」 一 語 ， 不 足 作 墨 子 曾 為 宋 大 夫 之 證 。 {《 渚 宮 舊 事 》 二 載 楚 惠 王

將 留 養 墨 子，墨 子 辭 曰：「 今 書 未 用，請 遂 行 矣 」。《 墨 子•魯 問 篇 》，及《 呂

氏 春 秋•高 義 篇 》，均 載 越 王 欲 封 墨 子，墨 子 以 其 未 能「 聽 吾 言，用 吾 道 」

而 不 往；可 見 墨 子 係 非 常 慎 於 出 處 的 人。若 曾 為 宋 大 夫，則 在 他 一 生 中 是

一 件 大 事，豈 毫 無 記 載 可 資 查 考 ？ }
31
所 以 墨 子 一 生 未 嘗 離 開 平 民 的 地 位。

{為 宋 大 夫 之 說 ， 係 因 救 宋 故 事 而 來 的 錯 誤 的 聯 想 。 }
32
 

關 於 墨 子 思 想 的 來 源，《 呂 氏 春 秋•當 染 篇 》謂「 魯 惠 公 使 宰 讓 請 郊

廟 之 禮 於 天 子，桓 王 使 史 角 往，惠 公 止 之，其 後 (史 角 之 後 人 )在 於 魯，墨

子 學 焉 」{的 記 載 }
33
。《 漢 書•藝 文 志 》謂「 墨 家 者 流，蓋 出 於 清 廟 之 守 」，

或 即 由 此 而 來。按 魯 惠 公 卒 於 西 紀 前 七 二 三 年，距 桓 王 之 及 位，尚 有 四 年；

其 年 代 不 相 及。然 古 人 記 錄，因 係 展 轉 傳 述，其 年 代 世 次，多 不 甚 精 確，

不 必 因 此 而 推 翻 此 一 記 載 之 真 實 性；且 與 墨 子 之 為 魯 人 者 正 相 符 合。《 淮

南 子•要 略 訓 》謂「 墨 子 學 儒 者 之 業，受 孔 子 之 術，以 為 其 禮 煩 擾 而 不 悅；

故 背 周 道 而 用 夏 政 」。按 墨 子 既 係 魯 人，又 在 孔 子 之 後，以 當 時 孔 子 影 響

力 之 大，其 受 儒 家 之 影 響，當 亦 為 事 勢 之 自 然。《 墨 子 》書 中 除 非 樂 及 主

張 薄 葬 短 喪 而 外，其 言 及 祭 祀 者，多 與 儒 籍 之 記 載 相 同。且 其 稱 道《 詩 》

《 書 》，及 堯 舜 禹 湯 文 武，更 與 儒 家 無 異。〔 現 行《 墨 子 》一 書，自〈 尚 賢

上 第 八 〉至〈 非 儒 下 三 十 九 〉，每 篇 分 為 上 中 下 篇，殆 墨 學 分 派 以 後 之 文

獻。自〈 親 士 第 一 〉至〈 三 辯 第 七 〉，則 各 僅 一 篇，{與 儒 家 頗 為 相 近，}
34

以 後 各 篇 的 思 想，都 是 從 這 七 篇 發 展 出 來 的，所 以 這 應 當 是 墨 家 未 分 派 以

前，成 立 最 早 的 文 獻。有 如《 莊 子 》的 內 七 篇。儒 墨 的 對 立，是 由 以 後 的

發 展 而 愈 益 激 化 的。所 以 在 前 七 篇 中，與 儒 家 思 想 之 重 點 不 同，但 尚 未 至

互 相 水 火 。 〕
35
因 此 ， 墨 子 本 人 ， 可 能 受 了 史 角 的 後 人 、 及 孔 學 ， 兩 方 面

                                                       
30按，手稿二、手稿一、論文此 2 字，專書皆無。 
31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101 字，手稿一皆無。 
32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20 字，手稿一皆無。 
33按，手稿一此 3 字，論文、專書皆無，手稿二則劃黑線刪除。 
34按，手稿一此 7 字，論文、專書皆無，手稿二則原有「其內容與儒家頗為相似近」，

但又以黑線刪除。 
35按，手稿二、手稿一、論文此 141 字，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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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影 響 。  

二  

{由 }
36
中 國 原 始 宗 教 的 墮 落 以 至 人 性 論 的 {出 現 }

37
，這 是 知 識 分 子 長 期

反 省 的 結 果。墨 子 的 出 身，我 不 願 附 和 許 多 無 根 的 臆 說。但 他 始 終 處 於 平

民 的 地 位 ， 直 接 反 映 當 時 平 民 的 利 害 與 意 識 ， 則 似 乎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 {他

所 反 映 的 }
38
平 民 的 利 害，可 以 構 成 廣 大 社 會 正 義 的 基 礎；但 其 解 決 問 題 的

構 想，也 常 以 他 們 現 實 生 活 的 情 形 作 根 據。這 便 是 薄 葬，非 樂，棄 周 禮 而

用 夏 政 ， 只 考 慮 物 質 生 活 的 一 面 ， 而 不 考 慮 精 神 上 的 要 求 {的 原 因 }
39
。 一

般 平 民 的 意 識，有 其 純 厚 的 一 面，也 有 其 落 後 的 一 面。因 此，墨 子 的 思 想，

是 出 于〔 正 義 地 〕
40
直 覺 直 感 者 為 多，出 于〔 理 論 地 〕

41
自 覺 反 省 者 為 少。

當 時 人 格 神 性 〔 質 〕
42
的 天 ， 在 知 識 分 子 間 ， 已 經 垮 掉 了 ； 但 一 定 還 保 存

於 社 會 大 眾 之 中。墨 子 的 天 志 思 想，或 許 與 史 角 之 後 有 關；不 過，史 角 之

後，即 使 因 其 家 世 關 係 而 依 然 保 持 周 初 宗 教 的 傳 統；但 僅 在 此 一 傳 統 中，

不 可 能 保 有 廣 大 的 社 會 性。墨 子 精 神 中 的 廣 大 社 會 性，當 然 是 由 平 民 生 活

中 吸 收 來 的。天 志 的 觀 念，恐 怕 也 是 適 應 於 當 時 平 民 的 心 理 而 提 出 的。當

時 的 儒 家，以 為 只 有 天 子 祭 天 地；而 墨 子 則「 率 天 下 之 萬 民，齋 戒 沐 浴，

潔 為 酒 醴 粢 盛，以 祭 天 鬼 」(〈 尚 同 〉)，是 墨 子 以 為 平 民 也 可 以 參 與 祭 天

之 事，亦 可 見 墨 子 之 強 調 天 志，〔 亦 〕
43
係 當 時 社 會 宗 教 心 理 之 一 種 反 映。

因 為 墨 子 的 思 想，是 平 民 要 求 的 直 接 反 應，所 以 他 的 構 想，保 持 了 非 常 素

樸 的 形 態。他 在 先 秦 所 發 生 的 重 大 影 響，主 要 是 來 自 他 偉 大 的 正 義 感，與

為 正 義 而 犧 牲 的 精 神 ； 並 不 是 來 自 他 的 理 論 構 造 。  

墨 子 的 思 想 ， 是 以 兼 愛 為 中 心 而 展 開 的 。 {「 兼 」 對 「 別 」 而 言 ， 在

墨 子 為 一 專 用 名 詞，乃「 全 體 」或「 無 差 別 」之 意。〔 所 以〈 親 士 篇 〉「 蓋

非 兼 王 之 道 也 」。〈 經 上 〉說「 體 ，分 於 兼 也 」。《 尸 子•廣 澤 篇 》「 墨 子 貴

                                                       
36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一皆無。 
3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二、手稿一作「成立」。 
38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一皆無。 
39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一皆無，手稿二作「的來源」。 
40按，專書此 3 字，手稿二、手稿一、論文皆無。 
41按，專書此 3 字，手稿二、手稿一、論文皆無。 
42按，專書此字，手稿二、手稿一、論文皆無。 
43按，手稿二、手稿一、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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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兼 愛 的 解 釋 應 當 是：「 因 為 兼， 所 以 能 愛 」。而 由 兼 所 發 出 之 愛， 乃

是 平 等 無 差 別 之 愛 。 〕
44
因 兼 愛 ， 故 非 攻 。 兼 愛 須 解 決 經 濟 問 題 ， 故 主 張

「 強 本 」(勤 )「 節 用 」。因 強 本，故 非 命。因 節 用，故 薄 葬，非 樂。}
45
兼 愛

的 根 據 ， 不 是 來 自 人 心 的 道 德 要 求 ， 也 不 是 來 自 經 驗 中 的 教 {訓 }
46
， 而 是

來 自 天 志。天 志 由 鬼 而 下 達，故 明 鬼。因 人 之 行 為 標 準，不 自 賤 者 出，故

尚 同。這 是 他 的 思 想 的 大 體 結 構。他 為 什 麼 要 把 兼 愛 的 根 據 放 在 天 志 上 ？

他 說 ：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不可以無法儀……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

大國，而無法所度，此不若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

法其父母，奚若？天下之為父母者眾，而仁者寡；若皆法其父母，

此法不仁也……當皆法其學，奚若？天下之為學者眾，而仁者寡；

若皆法其學，此法不仁也……當皆法其君，奚若？天下之為君者眾，

而仁者寡；若皆法其君，是法不仁也……故父母、學、君，三者莫

可以為治法……故曰，莫若法天。天之行，廣而無私；其施，厚而

不德；其明，久而不衰；故聖王法之……天必欲人之相愛相利，而

不欲人之相惡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利，而不欲人之相

惡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利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

利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墨子閒詁》原刊本卷

之一〈法儀第四〉第十四--十五頁 

上面所引的〈法儀〉的這段話，為〈兼愛〉、〈天志〉、〈明鬼〉各篇所自出。

此篇認為父母及學皆不足法，實含有對人間不甚信任的感情在裡面。他又說： 

「子墨子曰，義不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然則孰為貴？

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同

上卷七〈天志中〉第六頁 

不 過 ， 他 畢 竟 生 於 人 文 精 神 成 長 之 後 ， 他 不 {肯 }
47
通 過 巫 卜 以 知 天 志 ； 更

不 曾 以 代 天 行 道 的 巫 師 自 居 。 而 只 能 通 過 自 然 現 象 以 證 明 天 志 。 他 說 ：  

                                                       
44按，論文此 61 字，手稿二、專書皆無。 
45按，手稿一此 121 字，手稿二此 60 字，論文、專書皆無。 
46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一作「示」。 
47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一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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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曆)為日月星辰以昭

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雷(霣)降雪霜雨露以長遂五穀

麻絲，使民得而財利之……」--同上第九頁 

{並 且 }
48
墨 子 是 經 驗 主 義 性 格 的 人，他 用 以 證 明 天 志 乃 至 鬼 神 的 存 在，

〔 乃 〕
49
完 全 用 經 驗 的 方 法。他 在〈 明 鬼 下 〉裡 面，一 方 面 以 為 天 下 之 亂，

來 自 「 皆 以 疑 惑 鬼 神 之 有 與 無 之 別 ， 不 明 乎 鬼 神 之 能 賞 賢 而 罰 暴 也 」 (卷

八 第 二 頁 )。 而 證 明 的 方 法 ， 則 要 訴 之 於 耳 聞 目 見 的 經 驗 事 實 。 他 說 ：  

「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

實知有與亡(無)為儀者也。請(誠)惑(或)聞之見之，則必以為有。

莫聞莫見，則必以為無。」--同上卷八〈明鬼下〉十一頁 

於 是 他 引 用 了 歷 史 上 見 鬼 的 故 事 ， 以 證 明 鬼 為 耳 聞 目 見 之 有 。 這 裡 便 可

{看 }
50
出 一 個 問 題 ： 有 人 認 墨 子 為 一 個 宗 教 家 【 (註 一 )】

51
； 假 使 他 是 一 個

宗 教 家，則 他 應 當 是 一 個 創 教 者。但 是：第 一，每 一 創 教 者 必 有 某 種 神 秘

的 經 驗；但 他 却 要 完 全 立 足 於 經 驗 事 實 之 上。第 二，創 教 者 常 以 神 的 代 表

者 自 居；最 低 限 度，也 必 須 承 認 某 種 人 為 神 的 代 表 者，以 作 神 與 人 交 通 的

媒 介。但 墨 子 及 其 學 徒 中，決 無 此 種 情 形。第 三，凡 宗 教 總 帶 有 某 種 超 現

實 的 意 味，並 常 想 把 現 實 的 問 題，拿 到 超 現 實 中 去 解 決。但 墨 子 則 澈 底 是

現 實 的 。 {忽 視 人 類 精 神 的 要 求 ； 一 切 問 題 ， 都 要 在 現 實 生 活 利 益 中 求 得

解 決。【 而 }
52
】

53
且 他 實 際 的 主 張，不 是 來 自 什 麼 形 式 的 {「 神 的 語 言 」}

54
，

而 依 然 是 來 自《 詩 》《 書 》中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之 教 }
55
。因 此，墨 子 不 是 一 般

意 {味 }
56
的 宗 教 家。〔 甚 至 他 是 假 宗 教 的 外 形 以 求 達 到 完 全 與 宗 教 性 格 無 關

的 目 的 。 〕
57
 

《 墨 經 上 》對「 知 」有 若 干 近 於 認 識 論 的 說 明，如「 知 也 者，以 其 知

                                                       
48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一作「但」。 
49按，專書此字，手稿二、手稿一、論文作「却」。 
50按，專書此字，手稿二、手稿一、論文作「提」。 
51按，手稿二此「註一」，手稿一、論文、專書皆無。 
52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28 字，手稿一作「並」。 
5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二作「並」。 
54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二、手稿一作「天書」。 
55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一皆無。 
56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二、手稿一作「義」。 
57按，手稿二、論文此 26 字，手稿一、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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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疑 當 作 遇 )物，而 能 貌 之 若 見 」，即 能 得 印 象、觀 念 之 謂。但 如 前 所 說，

這 是 後 期 墨 學 所 編 集 的 材 料，或 {者〔 是 〕
58
}

59
後 期 墨 學 的 到 達 點，恐 不 足

以 代 表 墨 子 或 墨 學 的 本 {來 面 目 }
60
。在《 墨 子 》一 書 中，知 字 凡 三 百 餘 見，

「 知 識 」一 辭，亦 數 見 於〈 天 志 〉，〈 襍 守 〉，〈 號 令 〉諸 篇。但 這 都 是 極 普

通 的 用 法 、 意 義 ； 例 如 〈 天 志 上 〉「 然 且 親 戚 兄 弟 所 知 識 」【 的 「 知 識 」】
61
，並 沒 有 {今 日 }

62
「 知 識 」一 辭 所 含 的 嚴 格 的 內 容。在《 墨 子 》全 書 中，

似 乎 沒 有 像《 荀 子 》樣，以「 知 」來 解 決 善 惡 行 為 根 據 的 明 顯 證 明。在《 墨

子 》 一 書 中 ， 有 重 知 識 的 傾 向 ， {因 為 他 是 一 個 經 驗 主 義 者 。 }
63
但 他 乎 似

還 只 停 頓 在 具 體 經 驗 事 物 的 指 陳 上 面 ， 尚 沒 有 達 到 從 經 驗 事 實 中 抽 出 理

論 的 階 段；因 而 他 似 乎 不 曾 像 荀 子 樣，很 明 顯 地 以 人 心 之 知，作 為 人 類 行

為 善 惡 的 根 據。 最 顯 著 的 如 卷 九〈 非 命 上 〉說：「 故 言 必 有 三 表。何 謂 三

表 ？ 子 墨 子 言 曰，有 本 之 者，有 原 之 者，有 用 之 者。於 何 本 之，上 本 之 於

聖 王 之 事。於 何 原 之，下 原 察 百 姓 耳 目 之 實。於 何 用 之，廢 (發 )以 為 刑 政，

觀 其 中 國 家 百 姓 人 民 之 利 」(第 二 頁 )。在 他 的 典 型 而 進 步 的 三 表 的 思 惟 方

式 中，沒 有 推 理 的 關 連，而 只 是 孤 立 的 三 項 情 況。這 便 不 能 構 成 嚴 正 的 知

識。近 乎 形 式 邏 輯 的 結 構，但 並 不 等 於 邏 輯 的 三 段 論 法。他 又 說「 嘿 則 思，

言 則 誨 ， 動 則 事 ， 使 三 者 代 御 ， 必 為 聖 人 」 (卷 十 二 〈 貴 義 篇 〉 第 三 頁 )。

他 這 幾 句 話 ， 可 以 解 釋 作 他 是 主 張 思 {惟 }
64
與 實 踐 ， 應 由 交 互 應 用 ， 以 打

成 一 片 。 {這 是 很 可 寶 貴 的 。 不 過 ， 在 他 全 般 的 思 想 結 構 中 ， 這 一 點 並 未

能 得 到 發 展，乃 至 重 視。他 既 把 自 己 的 主 張 的 根 據，安 放 在 天 志 上，而 又 }
65

以 經 驗 的 方 法 {來 }
66
說 明 天 志 ； 由 這 種 方 法 所 來 的 破 綻 ， 他 只 好 在 現 實 的

                                                       
58按，論文此字，專書皆無。 
59按，手稿二、論文此 2 字，專書此字，手稿一皆無。 
60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一僅作「人」。 
61按，手稿一、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二皆無。 
62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一皆無。 
63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11 字，手稿一皆無。 
64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一作「慮」。 
65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52 字，手稿一作「不過他這裡所說的思，似乎與孔子所

說的『思』的意思相近，而與荀子所說的知的性質，似乎尚有點距離。孔子的思，

是對於『學』的反省(註二)，孟子的『思』(註三)則是良心的反省。墨子的思乃是經

驗事實的反省。而荀子的『知』，則是向客觀構造知識。在墨子自身既」等 100 字。 
66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一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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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害 上 加 以 補 充。{並 以 知 係 出 於 天，}
67
即 是，他 把「 應 然 」的 道 德 行 為，

只 解 作 利 害 上 「 當 然 」 的 選 擇 。 他 說 ：  

「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亂。若

法若言，行若道，使為上者行此，則不能聽治；使為下者行此，則

不能從事。上不聽治，刑政必亂；下不從事，衣食之財必不足。」

--同上卷六〈節葬〉第十三頁 

「民有三患，饑者不得食，寒者不得衣，勞者不得息；三者民之

巨患也。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安

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
68
」--同上卷八〈非樂上〉第二十

二頁 

墨 子 忽 視 人 類 精 神 上 之 要 求 ， 忽 視 精 神 上 之 要 求 對 於 解 決 現 實 問 題

{中 }
69
之 重 大 意 義 ， 故 有 非 樂 之 論 。 所 以 他 的 思 想 的 性 格 ， 可 以 說 是 道 德

地 功 利 主 義 的 性 格 。  

三  

《 墨 子 》 {一 書 中 }
70
有 三 個 性 字 ， 但 皆 非 作 心 性 的 意 義 用 ； 大 約 出 現

了 二 十 六 個 情 字，但《 墨 子 》上 的「 請 」字 通 於「 情 」字，而 情 字 的 用 法

則 近 於「 誠 」 字 。〈 貴 義 篇 〉有「 去 六 辟 」 之 言 ， 他 說「 去 喜 ，去 怒， 去

樂，去 悲，去 愛，去 惡，而 用 仁 義，手 足 口 鼻 耳，從 事 於 義，必 為 聖 人 」

(卷 十 二 第 三 頁 )。由 此 可 見 他 認 為 情 是 惡 的；先 秦 情 與 性 常 不 分，情 惡 亦

{即 }
71
性 惡，所 以 仁 義 也 是 外 在 的 東 西；因 此，{他 }

72
要 人 為 善，只 好 靠「 尚

同 」的 方 法。他 非 常 愛 人 民，他 也 常 將 天 志 與 人 民 連 在 一 起。但 他 和 儒 家

正 正 相 反；儒 家 因 性 善 的 主 張 而 發 生 對 人 的 信 賴，對 人 民 的 信 賴，所 以 在

政 治 上 可 以 說 是「 下 同 」主 義，即 是 要 統 治 者 下 同 於 人 民。而 墨 子 則 因 情

之 惡，無 形 中 失 掉 了 對 人 自 身 的 信 心，因 而 也 失 掉 了 對 人 民 的 信 心，便 主

張 人 民 要 一 層 一 層 的 通 過 統 治 者 以 上 同 於 天。雖 然 在 尚 同 的 過 程 中，他 非

                                                       
67按，手稿一此 7 字，手稿二、論文、專書皆無。 
68按，手稿二、手稿一此 8 字，論文、專書皆無。 
69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一皆無。 
70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一僅作「上」。 
71按，手稿二、手稿一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72按，手稿二、手稿一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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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重 輿 論，重 諫 諍；不 如 此，便 不 足 以 為 墨 子。但 通 過 統 治 者 以 上 同 於 天，

統 治 者 便 可 使 天 志 落 空，而 自 己 僭 居 天 志 之 實，一 切 毒 害，便 會 由 此 而 出。

儒 家 因 為 信 賴 人 民，重 視 人 民，因 而 以 人 民 為 衡 斷 政 治 最 高 的 準 繩，所 以

凡 是 真 正 繼 承 此 一 傳 承 的 人 ， {即 使 在 長 期 專 制 壓 迫 之 下 ， }
73
對 政 治 的 目

標 方 向 ， 依 然 是 把 握 得 很 緊 。 墨 家 {因 為 沒 有把握到以人民為解決政治問

題的中心，所以到了}
74
以後，簡直迷失了政治的目標方向，而把義與兼愛，

貶損到後世「江湖俠義」這一類的性質。例如墨者鉅子孟勝，以其弟子八

十三人，死陽城君之難(見《呂氏春秋•上德篇》)，這是大儒所不為，正為

墨學衰絕的主要原因〔之一〕
75
。不過就墨子個人而論，他的兼愛、自苦，

當然是發於他內心對於人類無限之愛，所以他才說出「藏於心者無以竭愛」

(卷一〈修身篇〉第七頁)的話；這才是他偉大人格的真正源泉。不過，{在}
76

他還未能由此以透出人性之善吧了。 

還 有 墨 子 既 尊 天 明 鬼，却 又 非 命，這 似 乎 是 一 個 矛 盾。但 如 前 所 述，

自宗教性的天、天命等觀念垮掉以後，命便由神意的目的性、合理性，變

而為盲目的超人而可以支配人的神秘力量。在亂世，人失掉了合理的保障，

可以遇到許多意外而偶然地事情，便愈會感到這種力量(運命)的偉大，與

人力的渺小，因而弛緩了自身的努力。這種盲目性的命，與有目的性的天，

本是兩回事。天對於墨子的犧牲精神是積極的推動力；而命則恰是一種阻

礙的力量。所以在墨子的思想構造中，尊天而非命，是很自然的。 

〔 編 者 按：徐 先 生 之《 中 國 人 性 論 史 初 稿 》前 五 篇 已 在 近 數 期 之《 民

主 評 論 上 發 表 》。 〕
77
 

【 附 註  

註 一 ： 如 胡 適 《 中 國 哲 學 史 》。  

註 二 ：《 論 語 》：「 學 而 不 思 則 罔 ， 思 而 不 學 則 殆 。 」  

註 三 ：《 孟 子 》：「 思 則 得 之 ， 不 思 則 不 得 也 。 」】
78 

                                                       
73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11 字，手稿一皆無。 
74按，手稿二、論文、專書此 24 字，手稿一僅作「到」。 
75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二、手稿一、論文皆無。 
76按，手稿二、手稿一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77按，論文篇末的「編者按」31 字，手稿二、手稿一、專書皆無。 
78按，手稿二篇末有三個註，全以墨線劃除，但其內文僅見標示「讀一」。手稿一內文

有兩個註，却末却未見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