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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抄录的资料集了厚厚的 18 本，有 60万字左右

平顶山报讯 （记者谢运和）“退休后闲着也是闲着，就搜集整理有关墨子的资料，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墨子，力所能及地为墨子故里的保护

开发干点事儿，也算是为家乡作点贡献吧。”10 月 25 日，69 岁的市政工程公司退休职工周国强坐在书桌前这样对记者说。

周国强的书桌上摆放着他历时 5 载抄录整理的有关墨子研究的典籍和资料，摞在一起足有 40 多厘米高。

周国强退休后回老家鲁山县尧山镇尧山村居住，他家附近原来就有一通墨子故里碑。现在，国内从事墨子研究的相关专家已认定鲁山县尧

山镇即为墨子故里，这让周国强感到很自豪。出于对家乡先贤的敬意和进一步了解其思想、著作，促进墨子故里保护开发的想法，他从 2001年开

始抄录墨子典籍和相关专家的研究资料，搜集整理当地有关墨子的史志资料和民间故事、传说，调查当地现存的碑刻庙宇等。他把宣纸裁开，装订

成一个个本子，用工工整整的毛笔小楷字把查阅、搜集到的资料抄录在纸上，以备自己和他人日后使用。有的资料上的字小，看不清，他就用放大

镜照着看；冬天天气冷，他就让家人准备一个小火炉放在脚边。近 5 年间，他抄录的资料集了厚厚的 18本，有 60 万字左右，光毛笔就用坏了 20

多枝。

周国强学历不高，他的知识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他说调查研究和抄录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进步的过程。他觉得，墨子

提出的兼爱、非攻等主张都很有道理，今天看来也很有价值。他常对村中的晚辈说，要学习墨子那种知行并重、不尚空谈、勇于“摩顶放踵”去实

现自己理想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