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 墨學史研究

開課學期 100-1

開課系所 文學院  中國文學研究所  

授課教師 鄭傑文

課程識別碼

課號

班次

學分 3 

全/半年 半年 

必/選修 選修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備註
限碩士班以上

總人數上限：20人

核心能力關聯

課程大綱

為確保您我的權利,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不得非法影印

課程概述

本課程的主要內容為：以半學年的時間，研討墨學形成史與流傳史，以及墨

學流傳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關係。第一至三週講授墨學起源及其在戰國時期的發

展和影響，第四至十七週師生討論《墨子》整理史與墨學研究史，第十八週講

授二十世紀墨學研究方法的遞變。上課採取的是教師講授與師生討論相結合的

方式。

課程目標

培養博、碩班研究生關於墨家學術史的專業知識，拓展諸子學研究面向，進而

培養博、碩班研究生在廣泛鈎稽相關文獻資料基礎上進行學術歸納和理論提升

的研究能力。

課程要求

1.依照課程安排進度做好課前準備，研讀相關參考典籍、論文，提前準備發言
概要，以便順利進行課堂討論。

2.學期末完成學期報告一篇。
成績評量方式： 
課堂報告、討論佔 50%。 
期末報告佔 50％。 
無故缺席一次扣總分 2分，缺席 5次以上，取消上課資格。

Office Hours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孫詒讓：《墨子閒詁》，嚴靈峰編《無求備齋墨子集成》本，臺灣，成文出版社，1975。

王景曦：《墨商》，嚴靈峰編《無求備齋墨子集成》本，臺灣，成文出版社，1975。

王闓運：《墨子注》，嚴靈峰編《無求備齋墨子集成》本，臺灣，成文出版社，1975。

吳毓江：《墨子注》，嚴靈峰編《無求備齋墨子集成》本，臺灣，成文出版社，1975。

王叔岷：《墨子斠證》，臺灣，世界書局影印本，1965。

李漁叔：《墨子今注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74。

王安石：《楊墨辯》，《古今圖書集成》本，北京·成都，中華書局·巴蜀書社，1985。

蘇轍：《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高瀨武次郎：《楊墨哲學》，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1902（明治三十五年）。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嚴靈峰編《無求備齋墨子集成》本，臺灣，成文出版社，1975。

錢穆：《墨子》，《萬有書庫》排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方授楚：《墨學源流》，中華書局，1940（或：臺灣，中華書局，1966）。

陳柱：《墨學十論》，嚴靈峰《無求備齋墨子集成》本，臺灣，成文出版社，1975。

孫廣德：《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臺北，中華書局，1971。

周長耀：《墨子思想之研究》，臺灣，中華倫理科學教育協會，1974。

史墨卿：《墨學探微》，臺灣，學生書局，1976。 

蔡仁厚：《墨家哲學》，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8。

王冬珍：《墨學新探》，臺灣，世界書局，1980。

黃省三：《墨子思想新探》，臺灣，萬卷樓圖書公司，1995。

楊俊光：《墨子新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

鄭傑文：《20世紀墨學研究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鄭傑文：《中國墨學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中華書局，1936。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渡邊卓：《古代中國思想的研究——〈孔子傳的形成〉和儒墨集團的思想和行動》，東京，創文

社，1973。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胡適學術文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

（二）論文集 
伍非百：《墨辯論文集》，嚴靈峰《無求備齋墨子集成》本，臺灣，成文出版社，1975。欒調甫：《墨子研

究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三）期刊論文 
《墨翟之學說》 覺佛 《覺民》第 7期 1904年 6月。

《述墨》 易白沙 《新青年》（廣州）第 1卷 1、2、5期，第 2卷 1期，1915年 9月—1916年 9月。

《讀〈墨子〉》 陳三立 《東方雜誌》第 14卷 9期，1917年 9月。

《墨學衰微的原故》 李毅忠 《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1923年 9月。

《名墨訾應論》 章行嚴 《東方雜誌》第 20卷 21期，1923年 11月。

《與章行嚴論墨學書》 章炳麟 《華國》第 1卷 4期，1923年 12月。



《名墨訾應論》 章行嚴 《東方雜誌》第 21卷 2期，1924年 1月。

《墨家名稱派別研究》 汪鎰甫 《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1924年 3月。

《〈名墨訾應考〉辨正》 伍非佰 《東方雜誌》第 21卷 17期，1924年 9月。

《論先秦無所謂別墨》 唐鉞 《現代評論》第 2卷 32期，1925年 7月。又《古史辯》第 4冊，樸社 1933年 3

月。

《墨學之淵源》 彭國棟 《甲寅週刊》第 1卷 31期，1926年 2月。

《名家不出於墨家說》 鐘鐘山 《國學叢刊》第 3卷 1期，1926年 8月。

《墨子為印度人辨》 胡懷琛 《東方雜誌》第 25卷 8期，1928年 4月。

《〈墨翟為印度人辯〉駁議》 鄭師許 《東方雜誌》第 25卷 16期，1928年 8月。

《正胡懷琛的〈墨子為印度人辯〉》 吳進修 《東方雜誌》第 25卷 16期，1928年 8月。

《墨翟續辯》 胡懷琛 《東方雜誌》第 25卷 16期，1928年 8月。

《墨子非印度人論》 方授楚 《知難週刊》第 68期，1928年 9月。

《關於墨翟問題的討論》 胡懷琛 《知難週刊》第 80、81期，1928年 10月。

《再論墨子非印度人》 方授楚 《知難週刊》第 87期，1928年 11月。

《駁胡懷琛君〈墨翟續辯〉》 方授楚 《知難週刊》第 88、89期，1928年 12月。

《為墨翟國籍質胡懷琛君》 陳登源 《一般》第 7卷 25期，1929年。

《為墨翟國籍問題答陳登源君》胡懷琛 《一般》第 8卷 2期，1929年。

《為墨翟國籍再答陳登源君》胡懷琛 《一般》第 9卷 1期，1929年。

《為墨翟國籍致胡懷琛君》 陳登源 《一般》第 9卷 4期，1929年。

《〈墨子·備城門〉以下二十篇系漢人偽書說》 朱希祖 《清華週刊》第 30卷 9期，1929年 1月。《古史辯》第

4冊，樸社 1933年 3月。

《墨翟非印度人辯》 鐘山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6卷，67、68期，1929年 2月。

《墨子與穆勒是否中國人的問題》 靜因 《文學週報》第 8卷 7期，1929年 2月。

《墨家鉅子制及鉅子姓名言行考略》 治民 《東北大學週刊》第 81期，1929年 10月。

《墨子不出於夏禹亦不出於三王說》 王德生 《東北大學週刊》第 75、76期，1929年 6月。

《胡寄塵先生〈墨子學辯〉序》 太虛 《海潮音》第 10卷 7期，1929年。

《墨學傳佈考》 李孟楚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 10卷 118期，1930年 2月。

《戰國時儒道墨三家堯舜的比較》 曹詩成 《史學年報》第 1卷 2期，1930年 12月。

《別墨問題商榷》 孫致和 《中央大學半月刊》第 2卷 5期，1930年 12月。

《〈墨子〉之傳本源流》 譚戒甫 《武大文哲季刊》1卷 4期，1931年 1月。

《〈墨子〉書之傳本源流與篇什次第》 欒調甫 《山東圖書館季刊》第 1卷 1期，1931年 3月。《古史辯》第 6

冊，1938年 9月。

《老孔墨以前的思想》 白壽彝 《晨星》第 4卷 8期，1931年。

《老孔墨思想的產生》 白壽彝 《晨星》第 4卷 9期，1931年。

《墨學非本於印度辯》 楊寬 《大陸雜誌》第 1卷 6期，1932年 12月。

《墨子年代考》 梁啟超 《古史辯》第 4冊，樸社 1933年 3月。

《墨子生卒年代》 錢穆 《古史辯》第 4冊，樸社 1933年 3月。

《許行為墨子再傳弟子考》 錢穆 《古史辯》第 4冊，樸社 1933年 3月。

《論墨學決非本於印度再質胡懷琛先生》 楊寬 《歷史科學》第 1卷 3、4期，1933年 6月。

《荀墨異同評論》 張傑 《光華大學半月刊》第 1卷 10期，1933年 6月。

《〈墨子·備城門〉以下數篇之真偽問題》 孫次舟 《圖書評論》第 1卷 11期，1933年 7月。《古史辯》第 6

冊，樸社 1938年 9月。

《墨學分期研究》 楊寬 《學衡》第 79期，1933年 7月。

《墨辯論式源流》 譚戒甫 《武大文哲季刊》2卷 4期，1933年 7月。



《許行是否為墨家的問題》 孫次舟 《圖書評論》第 1卷 11期，1933年 7月。《古史辯》第 6冊，樸社 1938

年 9月。

《〈墨子〉各篇作期考》 楊寬 《學藝》（上海）第 12卷 10期，1933年 12月。

《別墨問題的探討》 張澤民 《光華大學半月刊》第 2卷 5期，1933年 12月。

《原儒墨》 馮友蘭 《清華學報》（新）第 10卷 2期，1935年 4月。

《〈原儒墨〉之批評》 （日本）岡部槍三郎 《漢學會雜誌》3卷 2期，1935年 10月。

《墨家之起源》 馮友蘭 《華北日報》（北平）1935年 5月 12日—15日。

《墨子反古考》 羅根澤 《師大月刊》第 22期，1935年 12月。又《古史辯》第 6冊，北平樸社 1936年出版。

《〈墨翟為印度人說〉正謬後案》 童書業 《文瀾學報》第 2卷 1期，1936年 3月。《圖書季刊》第 2卷 4

期，1936年 3月。

《許行為墨子再傳弟子說質疑》 童書業 《晨報》（北平）46期，1936年 7月 31日。

《墨子姓氏辯（附錢賓四來函並答函及吳世昌書後）》 顧頡剛、童書業 《史學集刊》第 2期，1936年 10

月。

《董仲舒思想中的墨教成分》 顧頡剛 《文瀾學報》第 3卷 1期，1937年 3月。

《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考》 刻寒 《史地社會論文摘要月刊》第 3卷 8期，1937年 5月。

《墨子之流變及其原始》 蒙文通 《重光》第 6期，1938年 6月。

《〈論語·堯日〉章作於墨者考》 趙貞信 《中德雜誌》第 5卷 1、2期，1940年。

《儒墨關係考》 李澄源 《責善半月刊》1卷 4、5期，1940年 5月。

《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考》 顧頡剛 《古史辯》第 7冊（下），1941年 6月。

《讀〈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考〉》 楊寬 《古史辯》第 7冊（下），1941年 6月。

《〈禪讓傳說起于墨家考〉書後》 楊向奎 《古史辯》第 7冊（下），1941年 6月。

《墨家名稱派別研究》 汪監甫 《學燈》1942年 3月。

《論〈墨子〉書備三墨之學》 蒙文通 《圖書集刊》第 3期，1942年 11月。

《墨子探源》 羅根澤 《文史哲季刊》（國立中央大學）第 1卷 1期，1943年 1月。

《墨子姓墨辯》 施之勉 《東方雜誌》第 39卷 18期，1943年 11月。

《辨儒墨》 劉節 《文史雜誌》第 3卷 11、12期，1944年 1月。

《關於名墨的討論——與張默生書》 羅根澤 《讀書通訊》第 84期，1944年 2月。

《孔墨的批判》 郭沫若 《解放日報》45、46期，1945年。

《墨家的起源》 王疑始 《中央週刊》第 9卷 39期，1947年 9月。

《翁方綱與墨子》 胡適 《猛進》12期，1949年 4月。

《評名墨訾應論》 張鐵君 《中華日報》1949年 7月 26日。

《墨子時代考》 李樹桐 《大公報》（北京）1950年 8月 8、15、22日。

《墨者非刑徒奴役辯》 施之勉 《大陸雜誌》（臺灣）第 3卷 8期，1951年 10月。

《墨者非刑徒奴役辯》 施之勉 《大陸雜誌》（臺灣）第 6卷 4期，1953年 2月。

《墨子與晚周諸子》 熊公哲 《中國文化》（臺灣）第 1卷 3期，1953年 6月。

《墨子為齊國人考》 宋成堦 《大陸雜誌》（臺灣）第 11卷 8期，1955年 10月。

《釋“墨子書”與“墨書”》 李紹崑 《恒毅》（臺灣）第 5卷 4期，1955年 11月。

《墨子生卒年代考》 李樹桐 《師大學報》（臺灣）第 1期，1956年 6月。

《墨子非齊國人說》 李紹崑 《大陸雜誌》（臺灣）第 13卷 12期，1956年 12月。

《楊墨之辯》 欒調甫 《墨子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年。

《墨子為齊國人續考》 宋成堦 《大陸雜誌》（臺灣）第 16卷 2期，1958年 1月。

《墨子的思想與墨者集團》 楊向奎 《文史哲》（濟南）1958年第 3期。

《由〈墨子〉引經推測儒墨兩家與經書之關係》 羅根澤 《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年。

《楊墨學派新論》 黎正甫 《民主評論》（臺灣）第 10卷 14期，1959年 7月。



《儒墨道三家學術思想綜合研究（一）（二）（三）（四）》  王寒生 《民主憲政》（臺灣）第 17卷

7、8、9、10期，1960年 2 、3月。

《從墨子到〈太平經〉的思想演變》 王明 《光明日報》（北京）1961年 12月 1日。

《孟子距楊墨釋義》 廖維藩 《學粹》（臺灣）第 4卷 3期，1962年 4月。

《墨家的起源》 鄭康民 《建設》（臺灣）第 10卷 11期，1962年 4月。

《墨子生卒年簡考》 任繼愈 《文史哲》（濟南）1962年第 2期。

《墨子的出身問題（上）》 周弘然 《自由太平洋》（臺灣）第 6卷 8期，1962年 8月。

《〈墨家的起源〉商榷》 周弘然 《建設》（臺灣）第 11卷 5期，1962年 10月。

《墨子思想源於孔子說》 趙蘭庭 《孔孟月刊》（臺灣）第 2卷 2期，1963年 10月。

《墨子的學說與其歷史背景》 徐幼軒 《台大青年》（臺灣）第 4期，1963年 11月。

《孔墨顯學對立的階級和邏輯意義》 趙紀彬 《學術月刊》1963年 11月。

《墨子學說的起源（上）（下）》 覃適之 《建設》（臺灣）第 15卷 2、3期，1966年 7月、8月。

《論別墨——節錄〈墨經與墨子〉第三章，原題〈別墨〉》 陳品卿 《幼獅學志》（臺灣）第 5卷 1期，1966

年 8月。

《墨子思想之淵源》 許逖 《國魂》（臺灣）第 250期，1966年 9月。

《論墨學之衰歇與復興》 李霜青 《學園》（臺灣）第 2卷 10期，1967年 6月。

《墨子姓氏與生地的商榷》 張潤冬 《學園》（臺灣）第 2卷 12期，1967年 8月。

《墨子非姓墨考辯》 李霜青 《學園》（臺灣）第 3卷 1期，1967年 9月。

《墨子非姓墨考辯（續）》 李霜青 《學園》（臺灣）第 3卷 2期，1967年 10月。

《墨子楚人之考辯》 李霜青 《湖北文獻》（臺灣）第 6期，1968年 1月。

《墨學的淵源與流派》 周億孚 《風景》（臺灣）18期，1968年 9月。

《關於墨子的生地姓氏問題》 李霜青 《中國世紀》（臺灣）第 143期，1969年 9月。

《墨翟為宋大夫的年代考證》 王保德 《中原文獻》（臺灣）第 4卷 8期，1972年 8月。

《墨子書中的“儒”（上）》 周富美 《故宮圖書季刊》（臺北）第 3卷 4期，1973年 4月。

《墨子書中的“儒”（下）》 周富美 《故宮圖書季刊》（臺北）第 4卷 1期，1973年 7月。

《論墨家之衰為與儒家合流》 蒙文通 《圖書集刊》第 3期，1975年。

《墨子思想淵源與時代背景》 王冬珍 《國文學報》（臺灣）第 8期，1979年 6月。

《墨子為四教徒考（一）》 衛聚賢 《天然》（臺灣）第 1卷 6期，1980年 6期。

《墨學之淵源》 陳拱 《東海中文學報》（台中）第 2期，1981年 4月。

《今〈墨子·三辯〉篇內僅存一辯說》 孫有恆 《東方雜誌》（臺灣）第 15卷 8期，1982年 2月。

《墨家衰落內因探索》 賴哲信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26卷，1982年 6月。

《墨學與周文罷敝》 陳問梅 《中國文化月刊》（臺灣）第 34卷，1982年 8月。

《墨子是河南魯山人——兼論東魯與西魯的關係》 劉蔚華 《中州學刊》（鄭州）1982年第 4期。

《墨學後世衰微之原因》 董俊彥 《教學與研究》（臺灣）第 5期，1983年 6月。

《墨子非宋人楚人考辨》 蕭家惠 《嘉義農專學報》第 10期，1984年 3月。

《稷下先生內有無墨者》 龔維英 《齊魯學刊》（曲阜）1985年 1期。

《墨子為齊國人爭論》 宋正介 《人民政協報》（北京）1986年老體弱月 25日。

《孟子與楊墨》 （日）狩野直喜 《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1987年 1期。

《墨家鉅子授受情況鉤沉》 龔維英 《東嶽論叢》（濟南）1987年 2期。

《墨子應為古代小邾國人》 張知寒 《棗莊日報》1988年 2月 13日。

《關於墨子的幾個問題》 張知寒 《東嶽論叢》（濟南）1988年 2月。

《試論墨學的衰微》 王秀山 《平原大學學報》1988年 2期。

《墨子非齊人考辨》 蕭家惠 《嘉義農專學報》（臺灣）18期，1988年 10月。

《墨子裏籍應在今之滕州》 張知寒 《滕州文史資料》1988年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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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學衰微原因芻議》 黃世瑞 《學術月刊》（上海）1990年 2期。

《韓愈“孔墨相用論”釋疑》 胡楚生 《孔孟學報》（臺灣）60期，1990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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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當為宋人考》 錢光 《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992年 1期。

《墨子後學考辨》 黃世瑞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3年 3期。

《墨子故里滕州說質疑》 郭成智 《中州學報》1992年 5期。

《墨子魯山人十二證》 郭成智 《中州今古》1993年 5期。

《墨子居魯與早期百家爭鳴》 徐敏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3年 6期。

《布萊希特與墨子：[墨翟]》 衛茂平 《讀書》1994年 3期。

《論儒、墨、道、法系統》 陳炎 《哲學研究》1994年 10期。

《〈淮南子〉與墨家》 陳廣忠 《孔子研究》1995年 2期。

《墨學的歷史淵源、文化背景與現實依據》 管役夫 《北京社會科學》1995年 3期。

《從公孫弘看漢初儒墨的融合》 孟祥才、範學輝 《孔子研究》1996年 1期。

《墨子兼愛與多瑪斯·默燈：一些聯想和隨想》 Daggy，Rober E 《哲學與文化》（臺灣）1996年 11月。

《郭沫若墨學觀成因考察》 杜蒸民 《郭沫若學刊》1996年 3期。

《從公孫弘看漢代齊學與墨學的融合》 範學輝 《管子學刊》1996年 4期。

《墨子與丁若鏞思想的相通性》 （韓）朴文鉉 《哈爾濱師專學報（社科版）》1997年 1期。

《論墨學在近代的復興及其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作用》 薛柏成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

年 2期。

《墨子思想淵源》 徐一公 《哲學戰線》1998年 2期。

《胡適的墨學研究》 解啟揚 《安徽史學》1998年 4期。

《墨子思想淵源》 徐希燕 《學術論壇》1998年 6期。

《試論墨學對譚嗣同思想的影響》 謝照明、潘民中 《平頂山師專學報》1999年第 14卷 1期。

《梁啟超與胡適墨學研究之比較》 董德福 《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9年 2期。

《從儒墨之爭看中國文化道路的選擇》 楊玉昌 《天津社會科學》1999年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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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佔 50％。 
無故缺席一次扣總分 2分，缺席 5次以上，取消上課資格。

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

第 1週   講授：墨學淵源



第 2週   講授：墨子與墨學

第 3週   講授：墨家學團及後期墨家的活動

第 4週   討論：秦漢時期墨學流傳與「墨學中絕說」評説

第 5週   討論：魏晉至宋元時期墨學流傳與「儒墨為用說」評説

第 6週   討論：明人的《墨子》評點

第 7週   討論：清人的《墨子》整理

第 8週   討論：清後期的墨家科技解説

第 9週   討論：清後期的墨辯研究

第 10週   討論：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墨子》整理成就

第 11週   討論：二十世紀後半期的《墨子》整理成就

第 12週   討論：二十世紀關於墨子國籍的爭論

第 13週   討論：二十世紀的墨學史研究

第 14週   討論：二十世紀的墨辯研究

第 15週   討論：二十世紀前半期關於墨家社會思想學說之研究

第 16週   討論：二十世紀後半期臺灣的墨家社會思想學說之研究

第 17週   討論：二十世紀後半期大陸的墨家社會思想學說之研究

第 18週   講授：二十世紀墨學研究方法的遞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