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子
《墨子》是先秦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由墨子自著和弟子记述墨子言论两部分组成，

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后世多散佚，至清

代编《四库全书》时，仅存五十三篇。此本《墨子》十五卷，目一卷，由清代学者毕

沅校注。此为清乾隆四十九年灵岩山馆刻本。

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对哲学、

逻辑学都有研究和贡献。此外，他在军事学、工程学、力学、几何学、光学上都有相

当的研究和贡献，先秦的科学技术成就大都依赖《墨子》以传。现存《墨子》一书，

由墨子自著和弟子记述墨子言论两部分组成，后世多散佚。至清编《四库全书》时，

仅存五十三篇。乾隆时，卢文昭、孙星衍互校此书，略有端绪。毕沅在卢、孙二人基

础上，“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正其讹谬，又以知闻疏通其惑”。

“经训堂”、“灵岩山馆”都是毕沅的藏书之所。灵岩山馆原位于江苏苏州灵岩山南

西施洞下。清乾隆五十四年（1784年），湖广总督毕沅晚年所筑。毕沅学识渊博著述

繁浩，堪称一代大家。幼年从沈德潜就读于木渎，晚年在灵岩山麓西施洞下构园筑馆，

五年乃成，占地30亩，馆甚雄丽。营造之功，亭台之胜。相传耗资40万金，清末诗人

袁学澜有“四十万金轻一掷”咏之。在外任职的毕沅直到在湖南辰州大营病逝，也未

曾入住过，死后归葬于灵岩山的东北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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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缺并非此本缺页，而是历代传承佚失*

墨子（生卒年不详），名翟（dí），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

国人）。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生前担任宋国大夫。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毕沅（1730～1797）清代官员、学者。字纕蘅，亦字秋帆，因从沈德潜学于灵岩山，自

号灵岩山人。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廷试第一，状元

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

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死后二年，因案牵

连，被抄家，革世职。毕沅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续司马光书，成《续

资治通鉴》，又有《传经表》、《经典辨正》、《灵岩山人诗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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