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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与目标：

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墨子是今河南省鲁山县人。他不仅

是伟大的思想家，还是杰出的科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

和社会活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

非命，建构了系统而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着多方面的建树。所著《墨

子》一书，是一本集哲学、逻辑、科学、经济、管理、政治、道德、

军事的百科全书。墨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现代先进文化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可

以被吸纳到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中，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意

义。为了推进墨学研究，弘扬墨家精神，开掘墨家和谐思想的现代

价值，河南省墨子学会、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共鲁山县委

宣传部定于 2008 年 11 月 21-23 日在墨子故里鲁山县联合举办“墨

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

学术议题：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墨学与和谐世界”，包括以下议题：墨学与

和谐世界建设研究；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研究；墨子的正义思想

研究；墨子的功利思想研究；墨子的节用思想研究；墨子的尚贤、

尚同思想研究；墨子里籍新探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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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会组织：

筹备委员：

赵保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河南省墨子学会会长

张向泉： 中共鲁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高秀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河

南省墨子学会秘书长

王 青： 中共鲁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胡同一： 鲁山县文联党组书记

袁占才： 鲁山县文联主席

齐建英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所

工作人员：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召 集 人：赵保佑副院长

筹备委员：高秀昌副所长、李英平副处长、毛兵副处长、

齐建英副主任、宋艳琴副主任

中共鲁山县委宣传部：

召 集 人：张向泉部长

筹备委员：王青副部长、胡同一书记、袁占才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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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信

河南省墨子学会：

欣闻贵会与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共鲁山县委

宣传部承办的“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1月 21—

23日在墨子故里鲁山召开，特表示热烈的祝贺。

墨子，姓墨，名翟，出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鲁阳，即今河南省

鲁山县。他不仅是一位代贫民立言的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摩

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实践家、行动家。他宣扬兼爱、非攻、

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思想，并以

兼爱为中心，创立了与孔子儒家并立的墨家学派。

《墨子》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集当时政治、经济、文

化、哲学、科学、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思想之大成。墨子的思想内

容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他的和谐思想更是独树

一帜。此次研讨会以“墨学与和谐世界”为主题，探讨墨子及墨家

所包含的和谐思想及其爱人利民精神、兼爱非攻精神、平等互助精

神、和平济世精神等等，这对于当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

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相信经过与会专家学者的深入研讨，

一定会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预祝“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中华孔子学会

2008 年 11 月 18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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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胜利召开

秀昌博士：请转呈

河南省墨子学会、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中共鲁山县委宣传部：

谨对“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胜利召开致以热烈祝

贺，并祝“研讨会”圆满成功。同时感谢举办单位对本人的盛情邀

请，奈因特殊原故不能亲临大会聆听与会学人的高见，甚感遗憾，

并请研讨会领导和与会专家予以宽谅，本人虽不能到会，但已按要

求提供了小文，请与会专家予以指正。拙文主要议题是：儒家的“仁

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非攻”主张，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失范而指出的救世方略原则、实现和谐世界的宗旨。但儒墨两

家的“和谐”思想的内涵和实质是不相同的。儒家以“仁爱”为宗

旨的和谐思想是“尚礼和谐”，是以周礼规范的有序和谐，不具有

公平正义思想价值的。墨家以“兼爱”“非攻”为宗旨的和谐思想

是“尚义和谐”，“万事莫贵于义”，是以“义”规范社会秩序，

它具有公平正义思想价值的。这种和谐思想更能贴近当前现代化建

设的要求。此见解是否有当，恭请与会专家批评指正。

敬 祝

研讨会圆满成功！

武汉大学朱传棨贺

2008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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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墨学与和谐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日程总表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鲁山玉京温泉宾馆报到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玉京温泉宾馆会议厅

（9:00-9:50） 开幕式

主持：赵保佑

1. 宣读贺信

2. 领导讲话、致辞

9:50-10:10 合影留念

10:10-12:00 全体大会

主持：高秀昌

1. 孙中原：墨家的和谐世界论

2. 金春峰：墨子与儒家

3.（日）冈本光生：欲望与秩序于墨荀——积极

性和谐与消极性和谐

4. 萧鲁阳：墨家和论

5. 张斌峰：墨子的法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12:10-14:00 午餐、午休

14:00-17:00 分组讨论（见第 6—8页 附录）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15:20-15:40 茶点时间

17:20-18:20 大会发言及闭幕式

主持：张向泉

1.大会发言：

2.致闭幕辞：赵保佑

18:30-19:30 晚餐

十一月二十三日 全天参观考察

8:00-12:00 石人山风景区

12:10-14:00 午餐、午休

14:00-18:00 亚洲第一大佛及墨子相关文物

18:10-19:30 晚餐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 送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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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十二日下午学术讨论议程

第一次分场报告 （14:00-15:20）
第一组

地 点：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孙中原 李玉凯

报告人：

1. 赵保佑：兼爱：构建和谐世界的道德基础

2. 陈延斌：《墨子》的普世伦理观与构建和谐世界

3. 韩东屏、刘旭：墨子思想中的“和谐”因子

4. 曾凡朝：墨子“和”哲学刍议

5. 程有为：试论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

6. 杨晓宇、李会云：和谐治国——墨子政治思想体系的精髓

7. 宋赛花：墨子的和谐社会理想

第二组

地 点：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金春峰 葛景春

报告人：

1. 杨武金：从士林哲学观点看墨家兼爱理想

2. 解启扬：墨学和谐论——以兼爱为中心

3. 薛柏成：“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有机对接——以儒墨

文化互补为例

4. 达 流：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论墨子“兼爱”

是创建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来源

5. 许氏明芳：从墨子的“兼爱”思想到胡志明的“博爱”精神

——探讨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

6. 高秀昌：墨家的“兼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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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袁永飞：试论墨子“兼爱”与启蒙“博爱”在中国现代思想

的碰撞历程

第三组

地 点：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梅良勇 安继民

报告人：

1. 李永铭：墨家逻辑的非形式逻辑性质

2. 韩国建：《墨经》“单称矛盾命题”的形成

3. 王 广：由孟夷之辩看儒家“距墨”话语系统的建构

4. 程梅花：论墨子“志功为辩”的思维逻辑及其治国方略的目

标价值取向

5. 聂长建：“杀盗非杀人”的法律意蕴——兼论逻辑涵摄与法

律涵摄的区别

6. 王玉德、王锐：墨子思想三题

7. 齐建英：《墨子》思想中的“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次分场报告(15:40-17:00)

第一组

地 点：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陈延斌 解启扬

报告人：

1. 王占锋：墨子的和平主义审视

2. 梅良勇、杨晶：《墨子》的和谐世界思想研究

3. 李玉凯、刘秋成等：墨子尊天爱民思想论略

4. 阿 墨：重走“墨学”之路

5. 郭成智：和谐理想社会之构想——试析墨家施政思想之要旨

6. 江 婴：三子挺中华 墨子为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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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

地 点：第二会议室

主持人：薛柏成 宋赛花

报告人：

1. 葛景春：墨子对儒家思想的反思

2. 丘山石：儒墨义利思想略论

3. 叶 平：“朋友”伦理与墨家学派

4. 孙君恒、刘 波：墨子的君子思想

5. 安继民：论墨家的义利观

6. 陈转青、张振台：墨家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比较研究

第三组

地 点：第三会议室

主持人：萧鲁阳 曾凡朝

报告人：

1. 徐华：《汉书·艺文志》有关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论新考

2. 鲁庆中：对墨子“技”的观念的还原式诠释

3. 代 云：从批判走向空想——墨学衰微原因探析

4. 张新河、张九顺：墨子“止楚攻宋”今考——墨子鲁阳人考

察报告

5. 张怀发：墨子“非攻”与楚长城之鲁阳卫城

6. 郑建丕：墨子、鲁君、吴虑同是鲁山先民

7. 肖华锟：邓州战国墨城考——兼论墨子是河南省鲁山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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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会议论文摘要

墨家的和谐世界论

孙中原

“和”与“兼”，是墨家和谐世界论的基本范畴；“和”是对立和谐，“兼”

是整体兼容。对立和谐与整体兼容，是墨家和谐世界论的主要观点。墨子认为，

对立和谐“真天壤之情”，是万物的属性；《墨经》定义“兼”，是由部分组成整

体。而墨子的“兼王之道”，倡导兼容。阐发墨家对立和谐与整体兼容的世界论，

诠释墨家对“和”与“兼”范畴的理论规定和实际运用，对当今和谐世界的建

设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孙中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爱：构建和谐世界的道德基础

赵保佑

“兼爱”是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墨家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思想，

与儒家的“仁爱”伦理、西方文化中的“博爱”思想相比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

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商品经济社

会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伦理原则，有兼爱之心，使利己心（爱己）与利他心（爱

人）之间平衡，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主体取得双赢、多赢所应当遵循的

道德原则，也是现阶段社会走向和谐的道德需求。

在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的新浪潮锐不可当，世界

性的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失衡问题、局部战争冲突给少数地区人民带来的灾难、

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都说明，地球人目前是“一损俱损，一荣

俱荣”，地球村上的事情需要地球村上的所有人都具兼爱之心，为了人类社会的

共同福祉，在经济活动中要有“交相利”思维和战略，才能共生共荣，弘扬墨

子“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应该是构建理想和谐世界的共同道德基础。

（赵保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

墨子的君子思想

孙君恒 刘 波

经过电脑搜索统计，《墨子》里 113 处论“君子”。孙诒让《墨子閒诂》有

114 处论述到“君子”。本文就墨子的君子思想，进行梳理。认为墨子关于君子

的内涵主要有三方面：道德高尚的人、地位显赫的人、对人的尊称。

（孙君恒：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刘 波：武汉科技大学研究生）



10

《墨子》的普世伦理观与构建和谐世界

陈延斌

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上，作为先秦时期显学的墨家思想无疑占有极

为重要的地位；这些思想不断为后世吸纳和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

就《墨子》的普世伦理思想作些简要的分析与梳理，并探讨这些思想对我们今

天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价值。本文认为，只有不同民族、人群通过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伦理对话和共识，普世伦理的构建才是可能的；只有普世伦理的支

撑，和谐世界的构建才有了坚实的道义基础。在这一方面，更加彰显了墨子普

世伦理观的价值。

（陈延斌：徐州师范大学教授）

欲望与秩序于墨荀——积极性和谐与消极性和谐

冈本光生

本文探讨了以下的问题:墨子与荀子两个思想学派以原初的人为对于秩序

没有志向的存在，就这一点他们有共同之处；可是，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是否

定原初的欲望还是扬弃(aufheben)了呢？

在荀子理想社会中，礼义永续地缩减原初的欲望，是完全否定了人的原初

欲望。换而言之，当礼义完全否定掉欲望的时候，理想社会就实现了。

在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中，不否定“自爱自利”的欲望而扬弃

它，于是，墨家理想社会以“自爱自利”的欲望为前提而建立。

这样，我们可以说：荀子的理想和谐社会，是以礼义化性成立的社会，是

静态性社会，是不发展而停滞的社会，即所谓“贫穷性乌托邦”；墨家的理想社

会，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和谐社会，是动态性社会，是发展的社会，是追

求进一步富裕而发展的“乌托邦”。

（冈本光生：日本崎玉工业大学教授）

墨子思想中的“和谐”因子

韩东屏 刘 旭

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墨子的思想可以说独树一帜，它代表的是当时处

于地位低下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虽然墨子没有直接谈论“和谐”，但他的

“交相利，兼相爱”思想很好地圆融了义与利的对立。除此之外，他的“明鬼”、

“天志”、“尚贤”等伦理思想也非常重要，同样暗含着丰富的“和谐”观，值

得我们很好的探究。

（韩东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旭：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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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和谐思想及其基本特征刍议

朱传棨

儒家提出的“仁爱”思想与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思想，都是针对

春秋战国时代礼乐崩坍、王权衰败、诸侯蜂争的社会失范局面提出的救世方略

原则；两家都主张社会和谐。但是儒墨两家对社会失范的原因、救世宗旨与治

世方略内涵和要求，都是不相同的。

儒家认为，社会之所以出现兄弟相争、诸侯争霸的失范局面，在于以“仁

爱”为宗旨的礼治被破坏了，因此，要高扬“仁爱”精神，实现“和为贵”的

协调原则。“仁爱”精神的实质是恢复以“周礼”为准则的礼制，所谓“一日克

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和为贵”的准则也是“礼”，所谓“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为美。”故儒家以“仁爱”精神倡导的和谐文化，是“尚礼和谐”文化。

墨家提出“兼爱”、“非攻”主张，认为社会失范是为政者不“义”造成的。

为政者既不“亲士”，也不“爱利百姓”，违背了“天志”的要求，因此，要按

照“兼爱”、“非攻”的精神，以“义”践行。社会一般成员要“义行”，各级为

政者要“义政”，所谓“万事莫贵于义”。“兼爱”“非攻”是墨家“和谐文化”

的优良传统，属于“尚义和谐”文化。

（朱传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墨子“和”哲学刍议

曾凡朝

“和”贯穿中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它从总体上集中代表了中

华民族对于宇宙人生理想境界的最高追求。墨子在继承中华文化重视“和”的

思想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冲突的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从宇宙论意义角

度表达了“和”是天地万物的本真状态和其有序运行的基础。并且，他提出了

天地宇宙之“天地和”的应有之态、社会人伦之 “万民和”的理想愿望和天下

世界之“天下和”的最高诉求，构建了其“和”的理论架构、社会理想和境界

追求。

（曾凡朝：山东教育学院政法分院副教授、博士）

墨子的和平主义审视

王占锋

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今天建立普世伦理的理论渊源之一；他的“非攻”

思想，对于世界和平、共处、平等、对话、友好等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反对霸

权，高瞻远瞩地确立国家发展战略、军事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二者构建

成墨子的和谐思想。温习墨子的和平思想，让世界了解墨子，是人类社会新时

代的重要课题。

（王占锋：武汉豪强家具有限公司高级经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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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与和谐世界的可能性

Mo Zi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a Harmonious World

玛 亚

爱的力量推动世界各个部分互相寻求和融合，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泰哈德·查丁

本文采用比较视角，详细阐述了墨子的兼爱观和罗伯特·哈曼的价值论之

间的内在关联。兼爱观是墨子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最重要贡献。哈曼是位

哲学家，是价值科学创立者，他认为价值是通过本能或爱的能力直接感知的，

倾听我们的内心即可获得这种价值直觉能力。当我们获得这种能力时，可以感

觉到那种无边界的、完整的、直接的联系。这种能力不需要客观分析，甚至不

能用语言来表述，而只要我们直接去体验。内在价值以无条件爱的维度，要求

我们把分散的个体或个案看作整体的、独特的、同类中的一部分。现代世界怎

样学习墨子哲学并从中受益呢？根据墨子哲学，价值直觉能力是所有文化、种

族、年龄、性别的人甚至全部生物界与生俱来并贯穿其整个一生的能力。从这

种能力出发，我们形成了关于实体的诸多构想。这难道不能作为今天构建和谐

世界的根本支柱之一吗？

（玛亚：斯洛文尼亚教授）

试论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

程有为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在西周春秋之际，已有所

谓“和同”之辩。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发问时指出，先王务“和同”，和五味以调

口，和六律以聪耳，又使百姓“和乐如一”，而周幽王却“去和而取同”，预言

西周王朝必将衰亡。他还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

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纳弃矣。”

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将和同思想用于社会政治，提出了较为系

统的社会和谐的思想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具体措施，这对我们当前和谐社会的构

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对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作初步分析，以求教于大方。

（程有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从墨子的“兼爱”思想到胡志明的“博爱”精神：

探讨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

许氏明芳（越南）

建设和谐世界正是一个时代性问题，值得中外学界的关注与研究。墨子“兼

爱”思想和胡志明“博爱”精神在现代社会有相辅相成之处，都体现了人类对

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和追求，对目前建设和谐世界有很多值得研究之处。

（许氏明芳：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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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和谐社会理想

宋赛花

墨子是先秦显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著名的哲学家、

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和科学家。由于墨子本人出身于手工业劳动者家庭，

他的学术主张都是从普通劳动者的立场提出的，因此被誉为“贫民圣人”；他的

门徒主要由“耕稼树艺”、“纺绩织饪”的下层劳动者组成。在先秦诸子中，墨

子是唯一一个把自己的各种理论付诸实践的哲学家，因而深得后人敬仰。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乱纷繁、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在亲历人民

的疾苦之后,这位平民哲学家提出了“兼爱”、“非攻”、“ 尚同”、“ 尚贤”、“节

用”、“节葬”等一系列思想主张，大致勾勒了他的和谐社会理想的蓝图：物质

上丰衣足食安定祥和、精神上互助互爱尊重包容、政治上公平正义选贤任能的

和谐社会。这种对理想社会的天才构想，反映了自古以来劳动人民对美好社会

的热切渴望和不懈追求。更难能可贵的是，墨子不仅从理论上构造了一个没有

敌对和歧视的和谐社会，而且在实践中为追求自己的理想社会奔走一生，极力

宣扬兼爱互利、谴责暴力和掠夺、公平正义、选贤任能、节用惜财、戒奢崇俭

的济世方略。

（宋赛花：中华女子学院公共教学部讲师）

和谐治国——墨子政治思想体系的精髓

杨晓宇 李会云

墨子学说是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学说，因而形成了与儒家并立的一代显学。

由于立足于现实，学说就显得庞杂而多元化。也正因如此，给后人留下了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我们在梳理墨子思想的同时发现，无论是近代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几乎都能在墨家的著述中发现端倪。本文认为，墨子学说形

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思想系统，以《尚贤》《尚同》《非攻》《非命》《非乐》《兼

爱》《天志》《明鬼》等篇为纲领的政治思想体系是其核心支柱，其他的理论都

是围绕这个核心来完成的。而凝聚为这一核心的，是墨学之中无处不在的和谐

理念；这个核心理念，是墨子政治思想的精髓。文章围绕着这一论题展开论证，

并吸收了国内外近年研究墨子思想的成果，引述了当代西方学者研究墨子思想

的论点，形成了自己的结论，即墨子思想的社会和谐理念，是墨子的核心价值

观。这为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尤其是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想消除或弱化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各类矛盾，就应该对

墨子学说中的“和谐”思想与兼爱精神不断地加以研究和应用，使墨学这一古

代优秀文化遗产弘扬光大。

（杨晓宇：河南省墨子学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

李会云：平顶山市财贸学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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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家 和 论

萧鲁阳

墨家和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墨家和论，指墨子书中直接提到“和”

字之处，包括和合、和调、调和等在内，一共 21处。它所涉及的，有肌肤之和，

弟兄之和，吏民之和，音声之和，还有阴阳之和，万民之和。而广义的墨家之

和，则贯穿于全部墨论之中；墨家思想的整个体系，就是和谐体系。本文所探

讨的，是广义的墨家和论。古代思想家，没有一个像墨子这样重视并系统地论

述和谐思想，并且墨家全部论述，处处贯穿着和谐思想。墨家和谐思想，是建

立在发展经济、分财共义的基础上，理论基础是兼爱，实现的关键在正长。墨

家和谐思想直接启动了历史上大同思想的诞生，还是大同思想的基本内容。今

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历史的必然；进而提出和谐世界，并进入可运作阶段，

是要能力和实力的，因此，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盛事和盛世。

（萧鲁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从士林哲学观点看墨家兼爱理想

杨武金

士林哲学兴盛于西元 8 到 16 世纪的西方中世纪时代，是古希腊哲学与希

伯来文化在基督教大学兴办时期的完美结合。士林哲学以人为上帝肖像的自由

创造，故仁爱就是要爱上帝和近人，但最终以爱上帝为最高善，仁爱在本质上

乃上帝的自我实现。兼爱理想为墨子在中国先秦时期战国时代提出来的系统学

说；墨子兼爱虽是上天的绝对意志，但墨子并没有主张上天和人之间的主造和

受造关系，所以，墨子兼爱主要还是指人间的关爱或者友爱。不过墨子比起儒

家来更重视人和天的关系，其宗教性更强。墨子兼爱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和社

会和谐的政治理想目的服务的，兼爱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充分

条件。要实现兼爱则需要任用贤人，即有德行的人来治理国家，同时贤人自身

也需要具备类似多玛斯所说的各种理智之德和伦理之德。墨子不爱盗，认为爱

盗非爱人，杀盗非杀人，与多玛斯的仁爱比起来，墨子兼爱更多地强调人的本

性之德而不是超性之德。

（杨武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墨子》思想中的“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齐建英

“利”是墨子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墨子重视利益，尊重利益，追求利益。

为了得到利，并保证得利的公平性、合理性，需要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节用、节葬、明鬼、天志等来作保障。和谐社会最本质的内涵就是要妥善处理

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达到和谐共处。因此，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既要尊重各

种利益关系的存在，又要以“义”导利，以利制利，在综合协调中达到平衡。

（齐建英：河南社科院哲学与中原文化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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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 宇宙的唾手可得的公正

Universal Love: The Effortless Impartiality of the Cosmos

西蒙娜·德拉图尔和 凯文·德拉图尔 (巴西)

本文将墨子（公元前 470-391 年）的兼爱观与偏见或偏爱（两词在下文中

交替使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作者认为，每一个人应完成的生命任务或“生

命程序”存在不同的层次，偏见或偏爱的程度直接与一个人的生命程序直接相

关。如果是一个更基本的和更加以自我中心为特征的生命程序，其倾向就是一

种偏见；反之，一个更先进的普遍主义或“兄弟至爱”的生命程序就较少地引

发偏见或偏爱，原因是一个人会更加真实地反映宇宙的意愿和“情感”。作者还

认为，一个人想要展示兼爱，必须摒弃偏见。论述内容还涉及互惠概念，以及

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善行交换，这些与某个人的生命程序有着密切的联

系。需要指出的是，为达到体验兼爱的境界，需要进行知识探询，而这种知识

探询最终需要由清晰地说明和矫正知识架构的个人经验才能完成。这样的探询

结果是消除偏爱，使一个人的生命充满自然的和积极的共时性。

（西蒙娜·德拉图尔：中巴学术交流中心研究员，

凯 文·德拉图尔：中巴学术交流中心执行主任）

墨家的“兼爱”精神：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高秀昌

孙中山先生曾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事实上，先秦诸子

中，“爱”是儒道墨等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孔孟儒家高扬“仁爱”，老庄道家提

倡“慈爱”，墨子墨家力主“兼爱”。不过，对“爱”全面、系统而深入论述的，

惟有墨子墨家。在墨子的十项思想主张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

“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中，“兼爱”是最根本、

最核心的一项，其他九项则是“兼爱”的深化与拓展。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

“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观念出来，就是兼爱。”本文围绕《墨

子》一书，结合墨子及其后学的思想来阐发墨家的“兼爱”精神。

墨子的“兼爱”诚如孙中原所说的，其内容指普遍、平等、无差别地施爱一

切人；施及过去、现在、未来人；不分亲疏、阶层、等级、种族、民族；不分

居住地、国别；包括别人和自己；奴隶、仆人也在内；只要是人，都普遍施爱。

这就是说，“兼爱”是指关怀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否与自己有血缘亲属关系，也

就是指一种不分亲疏、不论贵贱、爱人如己、一视同仁的普遍的爱。墨子所倡

导的“兼爱”，是与“利”统一的爱，是与“非攻”统一的爱，是与自爱统一的

爱，是与正义统一的爱，是与“天爱”统一的爱。墨子希望通过“我爱人人、

人人爱我”的“兼爱”精神来构建爱的秩序，并进而构建世界秩序，以求达到

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谐。尽管现实生活不能完全做到“兼爱”，

但 “兼爱”作为一种最高的理想和目标，确实是人类共同的企盼追求和社会共

存共荣、和谐美满的伦理道德基础。因此，墨子的“兼爱”精神值得我们今天

加以借鉴和弘扬。

（高秀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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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和谐论——以兼爱为中心

解启扬

兼爱是墨学的中心观点。墨子提出的“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社会理想，虽

然没有实现，但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之一。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面对日益

盛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或国家至上主义，重新诠释墨家“兼爱”

伦理精神，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弘扬墨家的

兼爱理想，对于建立 “强不执弱、众不动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

的理想社会，构建和谐人际、和谐国家、和谐世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

努力发掘并诠释墨家兼爱伦理精神，阐扬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解启扬：中国政法大学伦理学所副教授、哲学博士）

墨子对儒家思想的反思

葛景春

墨子生于孔子之后约一百多年，已由春秋时代进入了战国时代，社会发生

了剧烈的变化。社会上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诸侯兼并，战争不已，人民已到

了水深火热的境地。孔夫子所创立的以仁义礼乐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

不但到处碰壁，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弊端，尤其是对下层百姓来说，在利益上是

根本冲突的。墨子思想是从儒家中来，他对儒学做了深刻的反思，从而对儒学

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提出了批判，并从下层人民利益出发，提出了革新的思想：

一、墨子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反思；二、墨子对儒家礼乐制度的反思；三、墨子

对儒家命定论思想的反思；四、墨子对儒家循而不作思想的反思；五、墨子对

儒家思想反思的原因和意义。

（葛景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

试论墨子“兼爱”与启蒙“博爱”

在中国现代思想的碰撞历程

袁永飞

本文以法国启蒙的“博爱”比照先秦墨子的“兼爱”在中国现代思想的碰

撞历程，力求真实地说明它们迸发的历史意义。具体描述分三个阶段：首先是

哲学与科学并举阶段，主要特征是传统与现代并重，理论分析是西方科学方法，

结果表现是不自觉或半自觉地用启蒙“博爱”回应了墨子“兼爱”。其次是科学

阶段，主要特征是现代对传统的胜利斗争，根本方法是唯物史观，结果表现是

通过科学的“博爱”扬弃宗教的“兼爱”。最后是后现代阶段，主要特征是现代

协调传统，分析方法趋于多样化，利用现代理解的“博爱”全方位阐释墨子的

“兼爱”，但对本论题的关注仍不够深入。由此，寄望对此论题的阐释而引向深

层探求当代社会的文化价值目标。

（袁永飞：河南社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研究所实习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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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鲁君、吴虑同是鲁山先民

郑建丕

清嘉庆《鲁山县志·集传》载《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

鲁山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

《路史·国名纪》载：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地也。他著书七十二篇，以墨道

闻也。

仅在鲁问篇中就记载了墨子与鲁阳文君和吴虑交往对话十多次，可以看出墨

子同鲁阳文君和吴虑所居住不远，三人之间有着一种较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

他们三人同住古鲁国，这就是现在河南省鲁山县，从三人居住过的遗址看只有20

华里距离。古鲁国国都——丘公城遗址是在昭平湖，位置靠西；距墨子书院遗址

距吴虑居住的遗址——让河乡黑石头村盆窑遗址也只有3华里，方向朝南。

由于鲁阳文君、墨子、吴虑他们居住过的遗址较近，由此有相互交往的条

件和可能。再次，查古代先民的户籍，主要是看地方志或县志的记载，清嘉庆

志都有专集记载墨子、鲁君、吴虑的章节。所以，说墨子、鲁阳文君、吴虑同

是鲁山县的先民是有据可查的。

（郑建丕：河南省鲁山县文化局）

和谐理想社会之构想——试析墨家施政思想之要旨

郭成智

作者认为，墨子提出要建立一个“有力相帮，有财相分，有道相教”，“饥

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的和谐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墨子的尚贤、尚

同思想是为和谐理想社会立本，兼爱、非攻思想是为通往和谐理想社会开路，

而其义行天下的思想和行为是为实现和谐理想社会献身。

（郭成智：河南省墨子研究中心研究员）

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论墨子“兼爱”是创建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来源

达 流

任何一种有价值有生命力的思想观念的提出和倡导，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

是有其思想渊源和文化根基的。当今和谐社会思想的倡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就有着丰厚的、源源流长的思想积淀，而墨子兼爱思想，就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

之一。本文从六个方面说明墨子兼爱思想与创建和谐社会的关系：一、和谐社会

的前提是人人平等；二、和谐社会需要富裕阶层更多地付出；三、和谐社会的原

则性；四、和谐社会需要全体国民同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五、创建和谐社会需要

博大的胸怀；六、和谐社会与人心所向。

（达流：北京东方飞扬软件技术公司高级副总裁，《墨子世界网》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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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和谐世界思想研究

梅良勇 杨 晶

《墨子》一书蕴含着丰富的和谐世界思想。墨子从政治、经济、宗教、军

事等方面揭露世界不和谐的根源，并从生活经验和具体实践出发，以尚贤、节

用、天志、非攻等思想建构一个和谐世界理念。墨子和谐世界思想的积极意义

在于，从义利辩证关系和宗教伦理角度为我们建设和谐世界提供有益的借鉴与

启示。
（梅良勇：徐州师范大学法政院教授，杨晶：徐州师范大学法政院研究生）

儒墨义利思想略论

丘山石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义利之辨一直是各家各派学说最为重要的思想论题

之一，其中以儒、墨二家较为引人注目。儒家基于如何维护上层建筑有效统治

的立场，提出“义以为质”、“义以为上”和“以义制利”的思想；而墨家着眼

于如何为中下阶层包括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提出“贵义”尚“利”的思想，

企望人与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结束诸侯间连年征战、杀人盈野的凄惨状

况，建立一个超越阶级、家庭的理想社会。儒、墨二家义利思想旨趣尽管各有

不同，但都长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延至宋代的天理人欲与义利

王霸之辨，在不同程度上闪现着传统重义轻利或义利并重的思想。

（丘山石：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墨子思想三题

王玉德 王 锐

墨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多注意到他的平民色

彩，认为他是一位站在平民立场说话的人。但是，在战国时期，思想家想要实

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得到各国君主的首肯，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体系里，

必然存在着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为新兴的君主专制政体出谋划策的言论。墨

子同样如此，他思想里的专制特征一直以来较为被人们所忽略。本文探讨了墨

子的人性论、尚同说以及平等思想，兼及论述了这三者的关系，并论述了墨子

鲜为人注意的君主专制思想。

（王玉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锐：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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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尊天爱民思想论略

李玉凯 刘秋成

实现社会和谐，走进大同世界，是中国古代先哲和现代政治家们孜孜追求

的目标，是人民大众的殷切期盼，也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内容，更是当今社

会主义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墨子的和谐思想全面系统，伟大而真切。其中尊

天爱民思想，更是哲气四塞，光芒四射。这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李玉凯：河南省墨子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秋成：省墨子学会常务理事）

墨子“非攻”与楚长城之鲁阳卫城

张怀发

墨子于公元前 480 年生于鲁阳即今河南省鲁山县境内尧山镇一带，公

元前 389 年卒于今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黑隐洞处，享年 91岁。墨子生卒在

鲁阳即鲁山县境内，除了少年读书、壮年游历与晚年隐居，在鲁阳境内亲

身从事社会活动应在 60年左右。墨子在鲁阳既然可以有 60年的活动时段，

其思想实践不可能不在鲁阳留下烙印。换句话说，鲁阳即今鲁山境内所遗

留下来的遗迹中，很可能有墨子直接参与实施的劳动成果。且不说墨家学

派百工之士团体“堂匠班”在鲁山留下的漫山层层梯田石堰，还有耸立于

鲁山周边山岭的石寨，河岸的古城；就闻名于世的楚长城，特别是楚长城

鲁阳地段，在战国时期的使用中，也确有墨子的遗痕。

（张怀发：鲁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河南墨子学会理事）

墨子“止楚攻宋”今考——墨子鲁阳人考察报告

张新河 张九顺

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见于我国古典文献《墨子》、《吕氏春秋》、《淮

南子》等典籍记载。各书所记载的故事大致相同，文字表述小异；正是这些“小

异”,给后来墨学研究者带来颇多争议。“起于齐”、“自鲁往”引发了“东鲁

鲁国说”、“西鲁鲁阳说”，“至于郢”引发了“江陵说”和“宜城说”；这“几

说”又波及墨子里籍“鲁人说”。关于墨子里籍的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可见，

考证墨子“止楚攻宋”具有重要价值。近几年来，我们查阅了大量古典文献和多

处方志记载，跑遍了湖北、河南、山东等省与墨子“止楚攻宋”有关的地区，走

访了地名办、方志办、文物所、政协文史委的近百名有关人员，取得了一定实证，

有了新的收获和成果。现把这一成果与墨学研究界各位同仁分享，同时，也殷切

期望方家多多指正为幸。

（张新河：河南省墨子学会理事，张九顺：河南省墨子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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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有关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论新考

徐 华

本文通过对《汉书·艺文志》中有关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论断的研究认

为，如果仅将“清庙之守”作“掌管太庙或王祝之官”理解，不完全准确。《艺

文志》以“清庙之守”命名墨家，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促成；其用意在于以“清

庙”与“明堂”相呼应，暗喻墨学非仅枯守之说，而亦为治政之术。

（徐 华：安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邓州战国墨城考——兼论墨子是河南省鲁山县人

肖华锟

本文依据大量史料、墨城遗址和出土文物研究认为，战国时的墨子是楚鲁

阳今河南省鲁山县人，非今山东省人。河南邓州市构林镇西北战国墨城遗址，

是宋大夫墨子去止楚攻宋和楚王、鲁班理论所筑的演兵城，叫圉城，是墨子“守

圉”论和“非攻”、“兼爱”思想的集中体现。基本情况是：一、墨子是楚国鲁

阳今鲁山县人。 二、墨城是墨子与鲁班所筑的演兵城： 1、墨城是墨子去楚

都的必经之 地；2、墨城是墨子与鲁班理论后筑的演兵城；3、墨城就是圉

城 ； 4、墨城与墨子思想是一致的。

（肖华锟：河南省邓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论墨子“志功为辩”的思维逻辑及其

治国方略的目标价值取向

程梅花

墨子之时，一方面是诸子开始兴起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是各诸侯国之间的

纷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前者产生了众说纷纭的治国方略，后者产生了对治国方

略的迫切需求。诸子和诸侯成了治国方略市场的供求双方。诚于司马谈所说：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

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如何治国？是诸子最为关

注的论题，墨子“十论”就是围绕这个问题提出的。《墨子》的论述，总体上看

是很有逻辑性的，这种逻辑性就体现在：《墨子》论述其“十论”主张的文字中

贯穿着一种基本的论述方式，这种论述方式反映了墨子认识问题的基本思维逻

辑——志功为辩。

(程梅花:阜阳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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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走向空想——墨学衰微原因探析

代 云

墨学产生于春秋战国这一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方

面的变化表现为宗法血缘纽带松弛，宗法制出现危机；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表

现为西周礼乐文化出现形式化、僵化的现象，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脱

节。墨子继孔子之后对西周遗制进行批判，包括了对血缘政治、对礼乐文化、

对“天命”观、对丛林法则以及对国家合法化暴力的批判等方面。由于他的批

判超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也由于其思想体系中存在的矛盾，使它在秦汉

以后失去了“显学”的地位。但墨子的思想主张和行为方式，在秦汉之后通过

被其他学派吸收和转入地下等方式而保存下来，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

（代 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中原文化所研究人员）

“杀盗非杀人”的法律意蕴

——兼论逻辑涵摄与法律涵摄的区别

聂长建

“杀盗非杀人”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是法律命题而非逻辑学命题，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批判这一命题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一命题并非否认“盗

是人”这一事实，而是强调“盗亦或非盗（人）孰应当被杀”的价值问题。由

于法学的涵摄推论不同于逻辑学的涵摄推论，“杀盗非杀人”这一在逻辑上错误

的命题在法学上是成立的，即这一命题在事实上是错误的，在价值上是正确的。

（聂长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重走“墨学”之路

阿 墨

“墨学热”的背后要有冷思考，不能盲目地跟风。墨家提倡辩论，也提倡

专才教育，“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

柱》）。这就是人格培养，专才培养，通过辩论、交流、会讲的办法，达到培

养人格的目的。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因材施教，这才是墨学的精髓。古人主

张人格培养第一，并不要考什么四、六级；现在过份强调科技为王，一些人拿

着科学大棒充当卫道士，这不是尊重科学，而是妖魔化科学。只有诚信和“大

爱”，才能振兴中国。所谓诚信，就是要恢复人际之间的信用、不同阶层人之

间的信任；所谓“大爱”，就是要超越亲人之爱，去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

爱自然、爱民众，培养包容和宽恕之心，塑造妥协、互让、和解的精神。

（阿 墨：《墨子世界网》总裁，文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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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墨子“技”的观念的还原式诠释

鲁庆中

大体思路是：一、墨子“技”的观念的还原；二、墨子重技的思想。具体

论述是：首先，墨子推技向道实现以道统术的思想历程；其二，随时为变的工

艺主义设计原则；其三，伟大工匠的伟大战争守备工程成就；其四，机智灵动

的战备工事设计。

(鲁庆中: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

胡适别墨逻辑思想研究

杨红玉 陈 旭

“别墨”是胡适对墨子后人中研究科学和逻辑学的墨家学派的称谓，因为

胡适认为别墨是《墨辩》六篇的作者。胡适的别墨逻辑思想可分为三部分：重

新评估《小取》篇的地位和价值；论证《墨辩》中的“校”、“譬”、“侔”、

“援”、“推”诸种推理形式的性质；论惠施和公孙龙的逻辑。胡适在研究别

墨的逻辑思想时运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比附，分析出别墨逻辑不同于

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特殊性一面，这意味着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科自觉。但

胡适将惠施和公孙龙归入别墨学派中加以研究，这种混淆名墨两派的观点招致

了后人的严厉批评。

（杨红玉：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陈 旭：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墨经》“单称矛盾命题”的形成

韩国建

对“单称矛盾命题”认识的前提是对“句子”和“命题”等一些问题的认

识。有这些认识为前提，《墨经》才认识到“牛也”、“非牛也”是一对“矛

盾命题”，即“单称矛盾命题”。本文从“不辩”改变为“辩”的过程来讨论

其单称矛盾命题的形成。通过两次变动（即，第一次变动从“或谓之‘牛’，

或谓之‘马’”的“异”到“或谓之‘是’，或谓之‘非’”；第二次变动再

从“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到“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等

的“争仮”）， “单称矛盾命题”形成了。从《墨经》“单称矛盾命题”的形

成过程来看，本文认为，沈有鼎、周云之、刘培育、董志铁等提出《墨经》已

认识“矛盾命题”、“单称矛盾命题”，这些说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韩国建：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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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有机对接

----以儒墨文化互补为例

薛柏成

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有“精英文化”之称；而墨学有“平民文化”

之称，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逻辑学、

哲学宗教领域的影响不可低估。从当前社会现实的发展看，把所谓“精英文化”

与“平民文化”有机对接，是优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消融西方文化，为今

天经济的发展提供思想文化借鉴的必要方式之一。
（薛柏成：吉林师范大学教授）

墨家逻辑的非形式逻辑性质

李永铭

关于墨家学派的理论包含逻辑科学这一点，理论界已没有不同的看法。但

对于墨家逻辑的性质，则学界看法并不一致。一些逻辑学家认为，逻辑必然是

形式的，故墨家逻辑是形式逻辑。但是，学者们在《墨经》中并未找到如亚里

士多德逻辑那样的变项与推论形式，这多少让人沮丧。实际上，逻辑是多元的，

形式逻辑只是逻辑大家族中的一支，非形式逻辑也是逻辑家族中重要的分支。

非形式逻辑，有众多学者的成果可为证（包括一些著名的逻辑学者、逻辑史家）。

墨经中的逻辑成果，主要集中在关于论证（包括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与反驳、

谬误与诡辩、语词的意义、定义与分类、讨论、说服与评价，以及获得科学认

识的方法等等。这主要是非形式逻辑的内容。从非形式逻辑理论的角度研究墨

家的学说，将使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跳出形式系统的迷思，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逻辑思维问题作更加准确精细的刻画。将墨家逻辑定位于非形式逻辑，并未降

低其科学价值，而是将其放入其适当的位置，使之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李永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墨子法哲学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祁雪瑞

墨子的法哲学思想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包括法律起源说、法制统

一论、法律正义观等内容，具有理想法、功利法、经验法、神权法四大特点。其

历史意义在于对儒家的反叛、对“礼”的突破以及平民参政理念；其现代价值有

依法治国、公平与效益并重、政治权利平等、民生优先原则等。

（祁雪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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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孟夷之辩看儒家“距墨”话语系统的建构

王 广

孟夷之辩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的一次重要论辩。经过这场论争，孟子建构

起儒家对墨家的话语强势。一方面，孟子和荀子持守儒家的人文识度，共同对

由丧葬制度等问题所凸显的墨家观照整个生活世界的“次人文”识度，进行了

批判；另一方面，孟子还循着孔子所开创的将礼乐文化内在化和生命化路向，

以呈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四心”的道德心，作为人与禽兽相区别的基

点，并由此将墨家的兼爱伦理抨击为“禽兽”伦理。从而，从儒墨两家在观照

识度和核心理念两个方面上的区别着手，为儒家建构起一套强势的“距墨”话

语系统。

（王 广 ：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论墨子思想的经验维度

孙功进

从整体上看，墨子思想具有明显的经验维度，表现在这三个方面：审视问

题的功利尺度，“天志”与“明鬼”的他律色彩，思想方法上的归纳。墨子思想

的经验维度说明，墨子的学说着眼于人的世俗生活与经验存在，这是对先秦儒

道两家形上品格的一种突破、偏离与纠正。

(孙功进：曲阜师范大学讲师)

墨子的“法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张斌峰

墨子是中国第一个主张“法治”（亦即“法治国”）的思想家。“法治”是现

代的叫法或称谓，它在墨子那里叫“治法”。“治法”以“法”、“法仪”、“法度”

为治国的标准；“治法”之“法”为良法（善法），良法即为“仁”之法，所谓

为“仁”之法即为“兼爱”之法、为“天志”（“天志”是法律的来源，“天

志”塑造着墨子之“法”的权威性和普遍性，是现代法治之法的规则至上性、

普遍有效性的古代翻版）之法，为“法天”之法，为“义正”之法（墨子之“治

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尊严、价值、权利），为“中效”之法，“治法” 之

法不是官定（订）之法；“治法”之治不是人治，墨子的“法治”观展示了“法

治”之法的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有效性、强制性、实践性、正义性、平等性；

在“法治”之价值论上，提出了中国最早的法律正义观与平等观；而在法治方

法上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与“中效”观；在法治逻辑上提出了适用于中国

传统法律思维与实践的法律逻辑（如，“成”式推论与论辩逻辑）。毫无疑问，

《墨子》的法律思想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拥有着丰富的“法治的本土资源”，而

且更因为其独具的“现代性”而具有强烈的当下性与因应性。

（张斌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理论法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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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伦理与墨家学派

叶 平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的社会。早在先秦时候，古人就注意到了人伦

问题的重要性。后来儒家提出了“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观

念，对人伦问题进行了完整的论述。墨家也有自己的伦理观，并且很有自己的

特色，与儒家有同有异。墨家在五伦中首重“朋友”一伦，而“君臣、父子”

等则排在“朋友”之后。墨家学派的政治理念，如“尚贤”、“尚同”、“天

志”、“兼爱”等为人所熟知，这些理念背后则由墨家的“朋友”伦理观支撑。

这一伦理观还体现在墨家学派团体的组织和政治实践之中。

（叶 平：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名辩、逻辑与因明的比较

——梁启超中外学术思想比较的一个重要方面

郭 桥

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主张并非始自今日，但近年来这一主张在逻辑界却有重新

抬头的趋势，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和以往有所不同。当今秉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

既有承继以往学术界类似观点的一面，又有基于对近代以来的比较逻辑研究进行反

思之后得出结论的特点。梁启超是对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首次进行系统

比较的学者，第一次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有逻辑”。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重

新翻检梁启超的相关工作，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有逻辑”这一命题的原始含义，

化解当今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对 20 世纪众多学者关于三大逻辑比较研究之成果所

提出的挑战，均具有借鉴价值。同时，这种新的回顾和反思，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古

代逻辑研究、如何使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比较呈现新的气象，亦无疑

指出了一种路向，因为回顾和反思构成了超越的必要前提。

（郭桥：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

《墨子·经上》中“成”式法律推理约束力考论(上、下)

—— 中西推理基本形式比较研究

周兴生

墨辩与亚里斯多德推理样式的体系类同点何在,是一个困扰中国古典哲学,

亦即中国古典法哲学研究的难题。以《墨经》首章为研究对象,通过“成”式推

理及其理论基础的概述,对“故”、“所”“、得”“、而”“、後”考释,以

陈列“成”式推理的步子,并论述“成”式推理的特点与价值。上篇主要论述“成”

式理论基础与推理步子，下篇主要讨论“成”式推理的特点与价值。

（周兴生：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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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比较研究

陈转青 张振台

由于形成的社会背景不同，墨家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有本质上的差异。

正确地对待墨家管理思想，应该把墨家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进行比较，使

东西方管理思想产生强有力的碰撞。对人的重视是墨家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思

想的共同之处，而在权力、领导、创新、管理对象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从而

形成各自不同的东西方管理文化。

（陈转青：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张振台：新乡学院学报编辑部）

墨子与儒家

金春峰

虽然儒家和墨家都在追求社会和谐，但两家的分岐和矛盾是客观存在，无论

是从他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本质和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为了实现社会和谐, 墨

子的非儒、非攻、兼爱、尚同等政治、伦理思想,都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和反思。

（金春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兼职教授，原人民出版社编审）

三子挺中华 墨子为开山

江 婴

中华三杰是中华学术思想的源头，而其中鲜为人知的墨子，更要担当新文

化开山的重任。在共和国诞辰的 60年里，我们形成了经济和政治两个拜物教。

两个拜物教的共同哲学基础是“一分为二”的哲学。以兼爱文化为核心的墨学

文化应在革命性、实践性和斗争性上与马列主义接轨，在科学性、民主性、人

道性上与现代社会接轨，要着力弘扬。

（江 婴：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导）

墨家职业技术教育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郑杰文

墨家是先秦诸子中的重要派别，其兼爱、非攻、尚贤等思想曾对中国古代

主流思想和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其勤俭、勉力等思想曾对华民族

性格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墨家特重职业技术教育，在先秦诸子中别具特色。

其职业技术教育方式、方法对中国古代技艺传授方式和方法产生过重要影响，

对今天的职业教育也有重大启示意义。

（郑杰文：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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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 会 学 者 名 单

国 外

Kevin de La Tour 凯文•德拉图尔（巴西）

职称/职务：执行主任

单 位：中巴学术交流中心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54号院华腾园 10号楼 2604，100022

联系电话：13651042704 (北京)

电子信箱：beijing@sino-brazilian-exchange.org

Simone de La Tour西蒙娜•德拉图尔（女，巴西）

职称/职务：研究员

单 位：中巴学术交流中心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54号院华腾园 10号楼 2604，100022

联系电话：13651042704 (北京)

电子信箱：beijing@sino-brazilian-exchange.org

冈本光生 （日本）

职称/职务：教授

单 位 ：崎玉工业大学

通信地址：日本 崎玉县深谷市普济寺 1690崎玉工业大学 330-0064

联系电话： 81-48-585-2521（勤） 81-48-832-8655(宅)

FAX 81-48-585-2523(勤) 81-48-832-8655(宅)

电子信箱 ：okamoto@sit.ac.jp(勤) mfokamoto@nifty.com(宅)

许氏明芳（女，越南）

职称/职务：硕士

单 位：河南大学

通信地址：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许氏明芳，475001

联系电话：13460673463

电子邮箱：xsmfyn@163.com

台 湾

王讃源

职称/职务：教授

单 位：台湾师范大学

通信地址：台湾永和市保安路 208号 4F

联系电话：886-2-29240895，13500616891

mailto:beijing@sino-brazilian-exchange.org
mailto:beijing@sino-brazilian-exchange.org
mailto:mfokamoto@nifty.com(宅
mailto:xsmfyn@163.com


28

北 京

孙中原

职称/职务：教授

单 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 3区 5号楼 1单元 11A ，100097

联系电话：010-88599767

电子信箱：sunzhymail2002@sina.com

金春峰

职称/职务：教授，编审

单 位：人民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 59号院 5---7---802 ，100022

联系电话：010-58620086

电子信箱：ema--cfjin35@yahoo.com.cn

解启扬

职称/职务：副教授

单 位：中国政法大学伦理学所

通信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顶秀青溪 7-1-701 ，100192

联系电话：13391938546，010-84818427(H)

电子信箱：xieqiyang2000@yahoo.com.cn

杨武金

职称/职务：副教授

单 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 5区 14楼 12F ，100097

联系电话：010-51985598，13366158729

电子信箱：wujinyang3032@sohu.com，yangwujin1964@yahoo.com.cn

陈伟（达流）

职称/职务：高级策划师

单 位：北京东方飞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中关村软件园 10号楼 306B ，100094

联系电话 ：010-82826225，13301208898

电子信箱：chenwei0001@263.net chenwei@flyingsoft.cn

王雨墨

职称/职务：文化师

单 位：墨子世界网

通信地址：北京北四环中路 6号华亭嘉园 B座 31F， 100029

联系电话：13341129632

电子信箱：sciena521@gmail.com

mailto:ema--cfjin35@yahoo.com.cn
mailto:xieqiyang2000@yahoo.com.cn
mailto:wujinyang3032@sohu.com
mailto:yangwujin1964@yahoo.com.cn
mailto:chenwei@flyingsoft.cn
mailto:sciena5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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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希燕

职称/职务：研究员

单 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月坛北小街 2号

联系电话：13910790198

电子信箱：xuxiyan8@126.com

宋赛花 （女）

职称/职务：讲师

单 位：中华女子学院公共教学部

通信地址：北京朝阳区育慧东路 1号中华女子学院公共教学部 ，100101

联系电话：13651311998

电子信箱：songsaihua76@sina.com

上 海

韩国建

职称/职务：副研究馆员

单 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通信地址：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号

联系电话：021-53078109

电子信箱：qiyahanjun@hotmail.com

吉 林

薛柏成

职称/职务：教授，所长

单 位：吉林师范大学

通信地址：吉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136000

联系电话：0434-3291951 13504348312

电子信箱：xuebaicheng@126.com

山 东

郑杰文

职称/职务：教授，博导

单 位：山东大学

通信地址：济南市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250100

联系电话：0531-86358285 13668804583

电子信箱：zhengjiewen999@163.com

王新春

职称/职务：教授，副院长

单 位：山东大学

通信地址：山东大学哲学发展与社会学院，250100

联系电话：0531-88378060

电子信箱：nanhua@sdu.edu.cn

mailto:zhengjiewen999@163.com
mailto:nanhua@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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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凡朝

职称/职务：副教授

单 位：山东省教育学院

通信地址：济南市华龙路百花小区 28-2-601 ，250100

联系电话：13969106901

电子信箱：jackzeng2007@126.com ，zfc-2002@163.com

王 广

职称/职务：副教授

单 位：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通信地址：山东济南历下区二环东路 7366号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250014

联系电话：13791001185

电子信箱：wangguang72@163.com

江 婴（女）

职称/职务：编导

单 位：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

通信地址：北京顺义东方太阳城万晴园 67 楼 3单元 402室，101300

联系电话： 13718389396

电子信箱：jiangdao99@163.com

孙功进

职称/职务：讲师

单 位：曲阜师范大学

通讯地址：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276826

联系电话：0633－3981001

电子信箱：gongjin1013@163.com

江 苏

梅良勇

职称/职务 ：教授，所长

单 位：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通信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上海路 101号，221116

联系电话：13815347959

电子信箱：meiliangyong@xznu.edu.cn

陈延斌

职称/职务：教授，主任

单 位：徐州师范大学

通信地址：徐州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221116

联系电话： 0516-83403392 85668424

电子信箱：cyb55@163.com

mailto:wangguang72@163.com
mailto:cyb5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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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振吉

职称/职务：主编、教授

单 位：《齐鲁学刊》杂志社

通信地址：《齐鲁学刊》杂志社

联系电话：13562774568

电子信箱：qlxk2003@qfnu.edu.cn

安 徽

徐 华

职称/职务：副教授

单 位：安徽大学社会学系

通信地址：安徽大学社会学系 4#信箱 ，230039

联系电话：0551-5106052， 13655601443

电子信箱：adxuhua@sina.com

程梅花（女）

职称/职务：教授，副所长

单 位：安徽省阜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通信地址：安徽省阜阳师范学院卧牛岭小区 27号楼 303室 ，236032

电 话：13855835418

电子信箱：lchshi@163.com

湖 北

朱传棨

职称/职务：教授

单 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通信地址：武汉市武汉大学东中区 22栋 1门 402号

联系电话：13545087518

韩东屏

职称/职务：教授，主任

单 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通信地址：武汉市珞喻路 1037号，430074

联系电话：13071205616

电子信箱：hdpy8678@163.com

王玉德

职称/职务：教授，博导

单 位：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

通信地址：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430079

联系电话：13100701467

电子信箱：wangyude@mail.ccnu.edu.cn

mailto:lchshi@163.com
mailto:hdpy867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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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锐：

职称/职务：研究生

单 位：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

通信地址：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430079

孙君恒

职称/职务：教授

单 位：武汉科技大学

通信地址：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430081

联系电话：027-86872238， 13072751278

电子信箱：junhengsun@yahoo.com.cn,junhengsun@tom.com

刘 波

职称/职务：研究生

单 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通信地址：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430081

张斌峰

职称/职务：教授，博导

单 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通信地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联系电话：13707154038

电子信箱：binfengz@163.com

李永铭

职称/职务：教授

单 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通信地址：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430074

联系电话：027-88069983

电子信箱：liyongm3645@sina.com

聂长建

职称/职务：博士

单 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通信地址：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法博 0701＃，460060

联系电话：13720398692

电子信箱：niechangjian68@163.com

何海涛

职称/职务：教授

单 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通信地址：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联系电话：13986277938

电子信箱：xuebao3@mail.scuec.edu.cn

mailto:junhengsun@sohu.com
mailto:liyongm3645@sina.com
mailto:niechangjian6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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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锋

职称/职务：研究员

单 位：湖北咸太君尚文化沙龙

通信地址：武汉市徐东路 7号欧洲花园 6B-209室 ，430062

联系电话： 027-62255999， 13908653299（手机）

电子信箱：wzf0302@163.com

福 建

丘山石

职称/职务：副会长

单 位： 福建省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

通讯地址： 邮编：365100

联系电话： 13860508713

电子信箱: Qss1965@163.com

陕 西

周兴生

职称/职务：教授，博士

单 位：西北政法大学

通信地址：西北政法大学

电子信箱：zhouzihangxyz@yahoo.com.cn

河 南

赵保佑

职称/职务：研究员，副院长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21号河南社科院，450002

联系电话：13803869843

电子信箱：zhaoby65@sohu.com

萧鲁阳

职称/职务：研究员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21号老干部处，450002

联系电话：0371-63836746

程有为

职称/职务：研究员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21号河南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450002

联系电话：13526619106

电子信箱：cyw2005007@sina.com

mailto:zhouzihangxyz@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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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景春

职称/职务：研究员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通信地址：丰产路 21号河南社科院文学所 ，450002

联系电话：0371-3835520

电子信箱：gejingchun2005@sina.com

高秀昌

职称/职务：研究员，副所长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21号河南社科院哲学与中原文化所，450002

联系电话：0371-63837020

电子信箱：gaoxiuchang@sina.com

安继民

职称/职务：副研究员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21号河南社科院哲学与中原文化所，450002

联系电话：0371-63829218

电子信箱：yifanganran@yahoo.com.cn

毛 兵

职称/职务：副处长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21号河南社科院科研处，450002

联系电话：13803718456

祁雪瑞 （女）

职称/职务：副研究员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21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450002

联系电话：13838081351，63948045

电子信箱：qixuerui9595@sina.com

刘 菡

职称/职务：编辑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社

通信地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社

联系电话：0371-63836785

电子信箱：zzxkzx@126.com

mailto:gaoxiuchang@sina.com
mailto:电子信箱：qixuerui9595@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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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建英（女）

职称/职务：硕士，副主任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21号河南社科院哲学与中原文化所，450002

联系电话：13783479645

电子信箱：qjy819@sina.com

代 云（女）

职称/职务：硕士，研究人员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21号河南社科院哲学与中原文化所 ，450002

联系电话：13838150593

电子信箱：daiyun1973@163.com

袁永飞

职称/职务：硕士

单 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市丰产路 21号河南社科院哲学与中原文化所 ，450002

联系电话：13949140756

电子信箱：yuanyongfei08@163.com

崔 波

职称/职务：副馆长，教授

单 位：郑州大学图书馆

通信地址：郑州大学图书馆

联系电话：13017699316

电子信箱：xiyitong@zzu.edu.cn

郭 桥

职称/职务：教授

单 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通信地址：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 475001

联系电话：13569518309

电子信箱：guoqiaohd@sina.com

叶 平

职称/职务：副教授

单 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通信地址：河南大学西区 ，475000

联系电话：13781176962

电子信箱：zhenren@163.com

mailto:qjy819@sina.com
mailto:yuanyongfei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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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庆中

职称/职务：副教授

单 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通信地址：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科系，450015

联系电话：13343859611

陈转青（女）

职称/职务：副教授

单 位：河南科技学院

通信地址：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453003

联系电话：15836058836

电子信箱：chenzhuanqing@126.com

张振台（女）

职称/职务：副主编

单 位：新乡学院

通信地址：新乡学院学报编辑部，453003

联系电话：0373-3041600

电子信箱：zztpd@163.com

肖华锟

职称/职务：副主任

单 位：邓州市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

通信地址：邓州市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7—62287348 ，15838464278

电子邮箱：xhk-703@163.com

潘民中

职称/职务：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

单 位：平顶山市政协

通信地址：平顶山市政协

联系电话：13781855088，0375-3998488

杨晓宇

职称/职务：副主任

单 位：平顶山市文明办

通信地址：平顶山市文明办

联系电话：13903909982

电子信箱：pds-yxy@163.com

李会云

职称/职务：副教授

单 位：平顶山市财贸学校副教授

mailto:pds-yx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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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河

职称/职务：主任

单 位：河南省鲁山县石人山管理处

通信地址：鲁山县鲁阳镇顺城路 8号院，

联系电话：13703759009，0375-5071475

张九顺

职称/职务：干部

单 位：河南省鲁山县石人山管理处

通信地址：河南省鲁山县石人山管理处

联系电话：13607625189，0375-5058160

李玉凯

职称/职务：研究员、副会长

单 位：河南省墨子研究中心

通信地址：河南省墨子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13603759896，0375-5072480

刘秋成

职称/职务：理事

单 位：河南省墨子学会石人山文化研究中心

张怀发

职称/职务：所长

单 位：鲁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通信地址：鲁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467331

联系电话：13783263433

郭成智

职称/职务：研究员

单 位：河南省墨子学会石人山文化研究中心

联系电话：13837592730，0375-5053813

郑建丕

职称/职务：馆员

单 位：河南省鲁山县文化局

通信地址：河南省鲁山县文化局，467331

联系电话：1359218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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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邀领导、嘉宾

龚立群：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葛纪谦：原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河南省墨子学会

名誉会长

张 锐：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

张保拴：中共河南省委外宣办副主任

阎红心：中共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裴建中：平顶山市政协主席、河南省墨子学会顾问

潘民中：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河南省墨子学会副会长

七、会务指南

1. 大会各组人员安排（郑州）：

（1）综合协调组：高秀昌、李英平、毛 兵

（2）后勤接待组：李英平、薛 冬

（3）对外联络组：齐建英、宋艳琴

（4）资 料 组：袁永飞

2. 大会各组人员安排（鲁山县）：

（1）综合协调组：王青、袁占才、魏国平

（2）后勤接待组：胡同一、闫经文、田国朝

（3）新闻宣传组：王向阳、许炎五

（4）对外联络组：冯一牧、王丽君

（5）安全卫生组：段天立、程广耀、祝全智、李卫民

3. 娱乐：每位代表每天发温泉洗浴票一张，其他消费费用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