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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重
”

当 为 力 矩 释

一一析 《 墨经 》 中两力学条文

兰 毅 辉

�社 科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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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沪、 产、 产，��户 甲户�尸碑，、 尸�户侧尸钊爪�、 口、 产口气口、 户曰气沙、 户�、 产�、 户曰、 尸目气沪灿麟沪、 户砂、

摘 要

本文在分析诸前辈对 《墨经 》中两 条关于杠杆问题条文解释的基础上 ，
提 出 了新

的解释
。

指 出
“
权

”
字应解释为力臂

， “
权重

” 应作为连绵词解释为力拒
。

《墨经》取 自墨家经典《景
一

子》一书，
内容举凡逻辑学

、

自然科学各领域
，
其中对先秦时期

的力学
、

物理学知识做了较详细的概述
。

但由于后来释注者偏颇
，
造成释注上的差错

，
在关

于下述两力学条文的释注上也存在一些错误
。

因此
，
本文在分析前人释注的基础上提出新的

解释
，
似更为合理

。

�一� 《经 》下 衡而必正
，
说在得

。

《经说 》下 衡
�

加重于其一旁必捶
，
权重相若也

，
相衡

，
则本短标长

，

两加焉
，
重相若

，
则标必下

，
标得权也

。

《经 》中 “
衡

”
原作为

“
天

” ，
依谭戒甫先生校改为

“
奥

” ， “
真 ” 和

“
衡 ”

是古今字
。

在诸校释者中
，
对此条的校释分歧较小

，
虽然在校勘上有些出入

，
但也无妨大意

，
可以

说
，
基本上是一致的

。

如钱临照先生释为
，

休条论杠杆
，
天平的支点在秤梁之中点

，
一臂

加重
，
他臂的祛码必等重

，
方可得平

，
故日

� ‘
衡

，
加重子一旁

，
必捶

，
权

、

重和若也
。 ’

此天平之理也
。

如以秤秤物
，
则本短标长

，
若钧上的物和秤锤等重

，
子是粹锤下壑

。

这是为

什么呢� 秤锤过重
。 ” ① 其他校释者

，
如谭戒甫等先生的校释大意也是如斯

。 ①在这里
，
他

们把《经说》分成两部分来解释，
一部分是

’

“
加重予其一旁必捶

，
权重相若也

。 ” 另“ 部分是
遗下的部分

。

认为前者是说等臂长的天平
，
后者则是说

“
本短标长 ” 的秤

。

我们认为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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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是解释一般杠杆原理 ，
并不局限于等臂长的天平或

“
本短标长

”
的秤

。

造成他们这样分

别解释的关键是在于
“
权重相若也

。 ”
五字

，
他们都把

“
权

”
和

“
重

”
分别训为秤锤和重物

，

既然秤锤和重物的重量相等
，
而杠杆又处于平衡状态

，
所以

，
必然是两力臂相等

，
天平恰是

两臂相等的仪器
，
故日

� “
加重于其一旁必捶

，
权重相若也

。 ” 说的是天平 原 理
。

可 是
，

“
加重于其一旁必捶

”
的现象并不限于天平

，
对于任何处于皿衡状态的杠杆来说

，
都会发生

这种现象
。

再者
，
如果

“
权 ” 是指在标端的秤锤

，
那么对于一个秤来说

，
秤锤是不变的

，
即

秤锤重髦不变
，
既然如此

，
份两加焉

”
中的

“
两

”
字应训为什么呢� 钱临照先生和方孝博先

生都未加详细解释
，
但从他们的解释中可以看到

，
他呐都只是

“
一加焉 ” ，

使得重物和秤锤

“
相若

” ，
而不是

“
两加焉 ” 。

而谭戒甫先生则解释为
“
今两臂相加

，
而求力点与 重 点 相

若
，
又须下其标臂而后可

。

故日两加焉重相若
，
则标必下

。 ” ③其中
“
力点

”
和

“
重点

”
指

的是秤锤和重物
。

可见
，
在谭戒甫先生的释文中

， ’“
两

”
是指两臂

， “
两加焉 ” 是指

“
两臂

皆加” 。

可是
，
一般来说

，
秤的

“
本

”
是固定不变的

，
不会增长缩短

，
所以就无所谓

“
加

” ，

因此
，
谭戒甫先生之释与实物相矛盾

。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
，
把

“
权

”
训为秤锤不能尽善解释其意

，
造成顾此失彼

，
牵强附会

。

那么
， “

权” 应解释为什么呢�
�

钱宝琼先生在《 �墨经�力学今释》一文中认为
，
将

“
权

”
字解释为秤锤

，
在《经说》中是打

格难通的
。

事实上
，
在秦以前的经籍文字中

“
权

”
字都不能解释为秤锤

， “
仅

”
字到两汉晚

期才有秤锤的意义
。 “

权 ” 字的本义是秤
， 《庄子

·

肚筐篇》 说
， “

为之权衡以称之
。 ” 后

来
， “

权
”
字引申为衡量轻重的意义

，
如《孟子

·

梁惠王篇》 ， “
权

，
然后知轻重� 度

，
然后

知长短 ‘ ” 人们看到用秤称物时
，
秤锤在秤杆

�

卜游动就可以衡量出物体的重量
，
意识到秤锤

有着一种能力来权衡任何物体
，
应用到社会现象

，
又把

“
权 ” 字引申为权力

。

所以
，
钱宝珠

认为
， � “

本条和下一条的《经说》里有四个
‘
权

’

字
，
都应作权力解释

，
古人用重 ，七哀达力的

大小
，
仿此

，
用

‘
权重

，
这个词来表示权力的大小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在秤杆的一旁施加重

力
，
这个秤杆由于两旁的权力大小相等而失去平衡

，
加力的一侧就要下垂

。

所以说
， ‘

衡
，

加重于其一旁
，
必垂

，
权重相若也

。 ’ 《经说》里的 ‘
权重

，
相当于现代力学里的力矩

。 ” ‘ 、

此释极是
。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
钱宝琼先生在这里把

“
权

”
和

“
权重 ” 都释为权力

。

我们

认为
，
惜字如金的古人不会做此举动的

，
既然

“

杖重
” 和 ‘权 ” 同义

，
为什么要用两个词汇

来表示呢�只用
“
权 ”

字就够矣
。

所以
， “

权
” 和

“
权重

”
的意义是不相同的

。 “
权重 ” 为

力矩解
， “

权 ” 为力臂解
。

理由有二
。

其一
， “

权重” 意为力矩
， “

重” 是指重物广引申为重量
，
根据经典力学的力矩定义

，

力臂与力相乘积为力矩
，
所以

， “
权” 字意为办臂

。

其二
， “

权
”
引申义为权力的意思

，
又标方的物体是秤锤

，
它的

“
重 ” 是不变的

，
所以

标友的权力变化是由标方的秤锤的作用点到支点的距离决定的
。

所以
， “

权 ” 又可引申为物

的作用点到支点的距离
，
即力臂

。

所以
， “

标得权
” 意谓

，
标方得到了力臂

，
或标方的力臂

过长
。

当然
，

「

古人不可能认识到力臂为力的作用线到支点的垂直距离
，
而只是认识到力臂为重

物在杆上的作用点到支点的距离
。

也就是说
，
古人只认识到力矩�

“
权重

”
�

、

力臂�
“
权 ” �

、

作用力 �
“
重” �三个概念及其定性关系

，
还没有更深入地认识到力矩

、

力臂
、

作用力三者

之间本质的
、

定量的物理关系
。

�



总之
， “

权 ” 不是指加在标上的重物
，
而是指力臂

， “
重 ” 不是指加在本上的重物

，
而

是指加在本上和标上的重物的泛称
， “

权重” 两字合为连绵词表示力矩的意思
。 “

标 ” 指重

物作用点到支点距离较长的力臂
， “

本 ” 指重物作用点到支点距离较短的力臂
。

所以本条释

为
�

《经》 下�
平衡必然端正平稳

，
是因为彼此契合的结果

。

《经说》下�

增加杠杆任一端上重物的重量
，
这一端必然下垂

，
因为原来杠杆两端物体的

力矩相等而处于平衡状态
。

如果杠杆处于平衡状态
，
那么

，
两物体的作用点到支点

的距离不相等
，
一长一短

。

如果在两端同时加相同重量的物体
， ·

那么离支点较远的

物体一端必然下垂
，
因为此重物的力臂过长了

。

�二�《经 》下 竿与收板
，
说在薄

。

《经说》下 竿
，
有力也

。

引
，
无 力也

。

不必所孕之止于施也
，
绳制孕之

也
， ‘

若 以 锥利之
。

竿
�
长重者下

，
短轻者上

。

上 者 愈 得
，

下
，
下者愈亡

。

绳直
，
权重相若

，
则正矣

。

收
�
上者愈丧

，

下者愈得
。

上者权重尽
，
则遂竿

。

‘ 擎与收饭
” 原作为

“
契与枝饭

” ，
依张惠言

，
孙治让校改为

“
掣与收饭

” ， “
必

”
原 作

气自” ，
依谭戒甫校改为

“
必 ” ， “

正 ” 原作
“
心 ” ，

依毕玩校改为
“
正 ” 。 ’

关于《经》的解释基本一致， “
掣

” 即提掣
，
指用力把重物向上提起

。 “
收

”
即收取

，
指

利用重力作用使物体下降
。 “

饭” 即反
，
说明

“
挚” 和

“
收

”
两个过程 相 反

。 “
薄 ” 即 逼

迫
，
指物体被挚或收

，
都是由于力的作用所迫而产生的

。

但是
，
关于《经说》的解释却一片混

乱
，
诸释者各抒己见

，
设想各种不同的实验装置来解释

，
但都不能尽善其意义

，
留下很多漏

洞
，
下面试举几种进行分析

。

方孝博先生利用定滑轮装置来说明
。

他把
“
不必所掣之止于施也

。

绳制挚之也
，
若以锥

刺之
。 ，， 解释为

“
我们要把重物送到高处

，
不一定要把重物放在斜面上来输送

，
也可以利用

绳子穿过滑轮的方法来提升它
，
其便利和用锥刺物相似

。 ”
其中认为

“ ‘
绳制掣之

，
谓利用

绳跨过一滑轮之法以提掣重物
，
就是滑轮的作用

。 ” 此解释令人费解
， “

绳制掣之
” 四字中

如何看出
“
滑轮 ” 之意呢�所以

，
方孝博先生提出此条

“
说明应用滑轮装置以升降重物的原

理
”
意无根据

。

这是其一
。

其二
，
方先生把下文解释为三个过程

，
���利用权重物轻

“
掣

”

重物� ���
“
权 ” 和

“
重 ” 相若

，
相平衡

，
则物体悬挂而静止� ���利用权轻物重

“
收 ”

重物
。

这样的解释对于前两个过程
，
即

“
掣

，
长重者下

，
短轻者上� 上者愈得

，
�在此处原

作有
“
下 ” 字

，
方先生认作衍文删去一一弓�者注

。

�
一

�者愈亡
，
绳直

，
权重相若

，
则止矣

。 ”

无可非议
，
但是接下的解释就出现了毛病

。 “ ‘
收

，
上者愈丧

，
下者愈得

。 ’
则就利用滑轮

以下降重物之事而言
。 ” “

此时重物�
�
比权 �略重一些

，
于是重物�感缓慢下降

，
权�则缓

慢上升
，
�

�

愈降愈下
，
逐渐接近地面

，
达到我们的目的

，
所以说

‘
下者愈得

， � 权�愈升愈

高
，
离地愈远

，
则是

‘

上者愈丧
’
了

。

当重物�
�已经达到地面

，
运动停止

，
而权� 可能没有

达到项端
，

由于惯性的作用
，
它还会继续上升

，
川直达到滑轮边缘不能再上升为止

。
滑轮的作

用到此已尽
，

�

这叫做
‘
上者权重尽

， 。 ” 显然
，
在这里

，
方先生把

“ �

匕者权重尽
” 释为

“
滑

轮的作甩到此已尽 ” 犷 无法让人接受
。

可见
，
方先生的滑铃之说不能尽意

。 ，

③
’

魏西河先生认为
，
此条为

’

气己述户个用滑车与斜面雏置的力学实验
，
对物体受力

月

与运羲

��
�



悄形给予了相当确切的分析
。 ” ⑥关于魏先生之解释存在的问题

，
洪震寰先生 已经 作 了 说

明
，
本文不再赘述

。

洪震寰先生则认为
， “ 《说》则评述了借助于杠杆与滑车等简单机械改

‘
掣

，
为

‘
收

，

的具体

方法及原理
。 ” “ ‘

长重者下
，
短轻者上

’

句系述桔棒升重之规律
，
甚明

。 ‘
上者愈得

，
下者愈亡

’

句

言桔梓两端
，

升者愈高
，
则降者必愈低

， ” “
接着叙滑车升重

。 ” “
定滑车绳之两段均呈铅直时

，

‘
权

’
重等于物重本已足使重物不下堕

，

故 日 � ‘
绳直

�
权重相若

，
则心矣

。 ’

如在
‘

权
’

端另 如 卜收

之力
，
则能使其得力而下降

� 重物则相对地犹如失重而上升
，
故曰

� ‘
收

�
上者愈丧

， 一

下者愈

得
。 ’ ”

这里同样存在何以得出定滑轮之解释的间题
。

其次
，
在

“
上者愈得

，
下者愈亡

”
中

“
上

”

和
“
下

”
字

，
表示上升运动的物体和下降运动的物体

，
而在

“
上者愈丧下者愈得

”
中

“
上

”
和

， “
卜”

从释文中可知则是指下降运动的物体和上升运动的物体
。

这样
，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
同样词

性的
“ �

上”
或

“
下

”
却可作相对立的两种解释

，
且

“
上

”
怎么会代表下降运动的物体

， “ 一

下”

怎么会代表上升运动的物体
，
又没做具体说明

。

据此
，
认为洪震寰先生也未能尽意

。

徐克明先生则利用杠杆装置来说明
， “

祛码通过杠杆提举物 �
‘
拿

，
�

，
总是

一

长或重的

一边下垂
，
短或轻的一边上翘 �长

，
重者下

，
短

，
轻者上

，
�

。

上翘的一 边逐渐增加臂长或亚

贫
，
就会下垂 �

‘ �

上者愈得
，
下

，
� � 下垂的一边逐渐减少臂长或重量

，
也会上翘 �

‘
卜者

愈 亡
， �

上
’
� �原条文没有最后一个

“
上

”
字

，
是徐克明先生加上去的一一引者注�若绳子

垂直于杠杆
，

祛码和重物的重量相等
，
则支点就在杠杆的中心�

‘
绳直

，
权

、

重相若
，
则心焉

’

��，
“
假定重物拉扯着绳子 �

‘
扳

，
�
，
结果使上臂上翘

，
若上翘的一边逐渐减少臂长或亚赎

，
下

垂的一边逐渐增加臂长或重量
，
则上翘的一边的祛码的重量最终就会被提举着它的 力 所 穷

尽 �按
�

即超过�
，
则重物就会下降到最低点

。
�

‘
� �

卜者愈丧
，
下者愈得

，
上者权重尽

，
则

坠
。 ’

��原作为
“
遂

”
依谭戒甫校改为

“
坠

”
一一引者注�

。 ” 于此释很有道理
，
但仍存在

一些问题
。

一
、

此过程是利用祛码提举重物的过程
，
既然目的是把重物提取

，
所以不会发生

减少重物的举动
，
此过程只是靠力臂的增长或缩短来实现

。

二
、

此过程是靠力臂的增长或缩

短来实现
，
所以一般来说

，
所利用的祛码不会与重物相等

，
如果这样

，
就不能达到省力的目

的
。

所以
， “

权 ” 和
“
重

”
不能训为祛码和重物

，
而应把

“
权重

”
看成连绵词

，
意为力矩

，

如上条所云
。

三
、 “

假定重物拉扯着绳子 �
‘
扳

，
�

，
结果使上臂上翘 ” 这多添上 去的解释

起何作用
，
不甚明了

。

徐克明先生 又假想一个提起祛码的力来超过砧码
，
使得重物 �降到最

低点
，
此力如何引进呢�并且这样的假设却把一个连续的实验过程分成了两个独立的过程

。

凶
、

未能清楚说明作出此解释的根据
。

针对这些问题
，
我们作了一些补充

，
提出新的解释

。

此条是紧接上条
。
己经知道

，
上条是叙述杠杆原理

，
而此条本身却未告诉我们此过程装

是什么
， �

但它是接在叙述杠杆条文的后面
，
所以

，
此条文的过程装置必定是杠杆装置

。

我们

置赞同徐克明先生认为
“
上者愈得

” 、 “
下者愈亡

、 “
上者愈丧 ” 、 “

下者愈得
”
是描述重

物的力臂的增
一

长或缩短的过程的观点
。

根据如下
。

原文中
， “

上者愈得
” 、 “

下者愈亡
” 、 “

上者愈丧
” 、 “

下者愈得 ” 四句的
“
得

” 、

“
六” 、 “

丧
” 、 “

得
”
的宾语是什么

，
单从这四句的字面上无法作出判断

，
只有依靠上下

文灼联系来断定
。

中间的
“
绳直

，
权重相若

，
则正矣

。 ” 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什 么 线 索
。

然

而
，
接在

“
上者愈丧

，
下者愈得

” 后面的
“
上者权重尽

” ，
此句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
得

” 、

“
亡 ” 、 “

丧
” 、 “

得 ”
的宾语是什么了

。

因为从
“
上者愈丧

” 一直
“
丧

” 下来直到
“
上者

权重尽
” 可以看出

，
所

“
丧” 的对象是

“
权重 ” 。

所以
， “

得 ” 、 “
亡 ” 、 ‘

丧
” 、 “

得
”



四个动词的宾语是
“
权重

” ，
根据上一条文解释知道

， “
权重 ” 即为力矩

。

在此实 验 过 程

中
，
两端的两个重物一直保持同一

、

不变
，
所以

， “
权重 ”

的
“
得

” 、 “
亡

” 、 “
丧 ” 、

“
得” ，

即
“
权重 ” 的变化只能靠力臂的变化来实现

，
继而堆之

， “
得 ” 、 “

亡 ” 、 “
丧 ” 、

“
得 ” 的对象就是重物的作用点到支点的距离

，
也就是力臂

。

所以说
， “

上者愈得
” 、 “

下

者愈亡
” 、 “

上者愈丧
” 、 “

下者愈得
”
是表示两物力臂的变化

、 即 �
、
�两点在杆上位置

的变化 �如图所示�
。 ’ 一 ‘

再者
，
此两句中的

“
上 ” 七

“
下 ” 两字是主语

，
结合上面两句

“
长重者下

” 、 “
短轻者

上 ” ，
就可以看出

，
名词

“
上 ” 、 ‘

下 ” 分别表示开始时的
“
短轻者 ” 和

“
长重者 ” ，

即轻

的物体和…翻勺物体
。 “

遂 ” ，
因循也

。

如《苟子
· �巫

一

制》云 � “

小事殆乎遂
” ，

即循环往复的

意思
。

所嚷
， “

掣
�
长重者下

，
短轻者上

。

上者愈得
， ·

下
，
下者愈亡

。

绳直
，
权重相若

，
则

正矣
。
收打上者愈丧

，
下者愈得

。

上者
礴

尽， 则遂掣
。 ”

的实验过程如图所示
。

总之
久
本条文可以这样来篷嫉

了

《经 》下�
提起重物和放下重物两过程相反

，
两过程是因为受到力所迫引起的

。

《经说》下�

提起重物
，
要用力气 �体力�

。 ’

放下重物
，
可以不用力气 �体力�

。

提起重

物不局限于人直接接触物体用力提起
，
可以用绳子来提起重物

，
就象用锥子刺破东

西那样容易
。

掣
�
力臂长且重的物体在下方

，
力臂短且轻的物体在上方

。

轻的物体
�上方的物体�力臂逐渐塔丧犷因此逐渐下降

，
重的物袜 �下方的物体� 力臂逐渐

缩短
，
因此逐渐上升

。

绳索与杠杆垂直
，
此时两物体的力矩相等

，
则端正平衡

，
即

乎衡
。

收
�

轻的物体力臂逐渐缩短
，
重的物体力臂逐渐增长

。

直到轻的物体的力矩

等于零
，
即轻的物体的作用点与支点重合

，
那么又重新开始

“
挚

”
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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