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州发现战国墨子与鲁班演兵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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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日从邓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肖华锟处获悉，该

单位在续修志时发现，市内构林镇墨城是战国墨子与鲁班所筑的演兵城，距

今已有 2458 年。这一发现，对研究战国时墨子和鲁班攻守城理论及墨子学

说有重要意义。

墨城在邓州市构林镇西北，东西长 200 米，南北宽 100 米，

曾出土发现铜壶、陶片和两眼战国水井等文物。明《嘉靖邓州志》载："墨

城，州南四十里。始筑无考，俗呼黑土城，盖'墨'字之误"。现存有明嘉靖

二十六年墨城碑一通。据《墨子》载：墨子听说鲁班在楚国造好了云梯要攻

打宋国，宋大夫墨子去同鲁班和楚王理论，并倡导他的"兼爱"、"非攻"思想，

在理论上战胜了鲁班和楚王后，鲁班想从演练上证实墨子的"守圉"论，于是

同意墨子在楚都之北的邓州市构林镇柳凤岗上，筑起一座纯模拟演练的城

池。几经演练实践，以墨子为胜，楚王和鲁班彻底放弃了攻宋计划。墨城叫

"圉城"，意为阻止进攻或防守的城。到南北朝刘宋和北魏时，因名在此设"

圉县"，属荆州（治穰，今邓州市）弘（北魏为恒）农郡辖县之一。墨城是"

守圉"思想的集中体现，具有防临、钩、冲、梯、淹、水、穴、突、空洞、

蛾傅、轩车等十二种防御设施和对策，今虽只存一些遗迹，但对研究墨子的

"兼爱"、"非攻"思想，积极防御、周密准备以及筑城必须充分利用和改造地

形的思想，提供了实地资料。（原载邓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