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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 8 月 15 日，在原沈阳军区工

程兵某团运输连宿舍门前，一根晒衣杆

意外地被车轮撞倒，猛然砸在第 4 班班

长雷锋的太阳穴上。战友们以最快的

速度把雷锋送到医院，尽管医生全力抢

救，但雷锋的生命还是永远定格在 22

岁。一个普通士兵的去世，在千百万人

民群众心中激起了波澜。

一

雷锋 16 岁参加工作，22 岁牺牲，先

后当过农村的统计员、县委公务员、农

场的拖拉机手、工厂的推土机手、部队

的汽车兵，他还是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雷锋的生命虽然逝去了，

但 他 对 整 个 社 会 的 影 响 才 刚 刚 开 始 。

学雷锋的活动，在雷锋牺牲前就已经在

原沈阳军区部队中展开。1960 年 11 月

23 日，工程兵某团党委向全团发出《人

人都来学雷锋、赶雷锋，做雷锋式的五

好战士》的倡议。同一天，原沈阳军区

工程兵政治部作出《关于在部队中开展

学雷锋、赶雷锋运动的指示》。26 日，

《前进报》发表了雷锋事迹的通讯报道，

以及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决定授予

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称号的消息。12

月 1 日 ，《前 进 报》首 次 发 表 了 雷 锋 在

1959 年 8 月 30 日至 1960 年 11 月 15 日之

间所写的 15 篇日记。8 日，原中国人民

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转发原沈阳军区

工程兵党委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

称号的决定，并于 1961 年 1 月 14 日发出

《关于开展学习雷锋的通报》。1962 年 2

月 27 日，原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员代表

会议全体代表通过《给军区全体共青团

员的一封信》，号召全军区广大共青团

员和青年以雷锋等先进人物为榜样，掀

起一个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热潮。

1963年 1月 7日，国防部决定授予雷

锋生前所在的运输连第 4 班以“雷锋班”

称号。2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和评论员文

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并刊登《雷锋日记

摘抄》。9日，原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全

军宣传和学习雷锋同志模范事迹的通

知》，指出：雷锋的生平事迹，是向全军同

志，特别是广大青年干部战士进行无产

阶级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

的活材料。9 日和 21 日，《解放军报》发

表题为《像雷锋那样做个毛主席的好战

士》和《再论像雷锋那样做个毛主席的好

战士》的社论。15 日，共青团中央发出

《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

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一时间，雷锋

的先进事迹传遍大江南北。

雷锋生前曾在《前进报》上发表过

一 篇 文 章 ，写 他 有 一 个 埋 藏 在 心 底 的

愿 望 ，就 是 去 北 京 见 毛 主 席 。 按 照 计

划，雷锋作为国庆观礼代表，很快就可

以在天安门见到毛主席了。他没有等

来 那 一 天 ，却 得 到 了 一 个 士 兵 的 最 高

荣誉。在军区礼堂，“雷锋班”接过了

毛主席的题词。

1963 年 2 月 20 日，毛主席应《中国

青年》杂志社要求，为第五、第六期合

刊——“ 学 习 雷 锋 同 志 专 辑 ”题 词 ，发

表 在 3 月 2 日 出 版 的 这 两 期 合 刊 上 。

据 毛 主 席 身 边 的 工 作 人 员 回 忆 ，1963

年 初 春 的 一 个 晚 上 ，主 席 在 读 了 雷 锋

的 事 迹 之 后 ，久 久 不 能 入 睡 。 第 二 天

清晨，主席早早醒来，在书桌前挥笔写

下“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继而，

他对秘书说：“学习雷锋不是因为他做

了那几件好事，而是学习他的好思想、

好品质，学习他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二

1962 年年底，上海《新民晚报》美术

编辑乐小英找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专

职画家汪观清，商谈为雷锋作画的事。

汪观清欣然接受，并很快完成了创作。

于是，从 1963 年 2 月 27 日起，《新民晚

报》连载汪观清绘制的连环画《伟大的普

通一兵》，每日两幅图，配以文字，共连载

了 40 多天，其他报刊也纷纷转载。汪观

清画笔下的雷锋生动传神，很受读者喜

爱，这是全国人民看到的最早的雷锋形

象。很快，北京、浙江、山东、辽宁、江苏

等地也推出了雷锋题材的连环画。

3 月 1 日，上海市团委邀请雷锋生

前战友刘景凤，在文化广场做了一场大

型报告会。报告会当天，到场的有 1 万

多人，会场两侧挂着毛主席、周总理的

题词。当日出版的《新民晚报》第 4 版就

以“文化广场今天上午激情昂扬，万余

青年听了雷锋事迹报告会”为题刊发了

消息。

1963年 3月 4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

了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号召向雷锋学习

的新闻通讯稿。5 日，《人民日报》《解放

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

报道了《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学习雷锋

专辑”的消息，并刊登了毛泽东题词手

迹。这一天后来成为全国学雷锋日。6

日，《解放军报》又刊登了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手迹。《中国青

年报》随即转载。之后，陈云、叶剑英等

同志也为雷锋题了词。

在毛泽东题词发表后不久，由原总

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主办的“雷锋

同志事迹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举行，展出反映雷锋事迹的照片、实

物 200 余件。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人

群一直排到了博物馆外面的大街上。

三

早在毛主席发表题词之前，原沈阳

军区抗敌话剧团团长贾六到北京人民大

会堂参加 1963 年元宵节文艺工作者联

欢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当

时，周总理说：“沈阳军区出了雷锋这个

典型，你们能不能把他搬上舞台，让更多

的人来学习他的精神？”贾六听后心绪难

平：“写不出来就是我们失职，我们文艺

战士就愧对人民、愧对部队。”回到沈阳，

贾六立即召开临时党委会，决定尽快创

作话剧《雷锋》。经过紧张筹备，2 月 24

日，六幕话剧《雷锋》公演。

7 月 31 日上午，话剧团接到上级通

知：毛主席要看话剧演出。八一建军节

当晚，毛泽东在周恩来、陈毅、李先念、

谭震林、罗瑞卿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

在 中 南 海 怀 仁 堂 剧 场 观 看 了 话 剧《雷

锋》。演出结束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

同志走上舞台，与演员一一握手。雷锋

的 扮 演 者 握 着 毛 主 席 的 手 激 动 地 说 ：

“毛主席，雷锋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见

到您，他的愿望我替他实现了。”

后来的两个多月里，这部剧在北京共

演出 50多场，观众达 7万多人次。此后，

全国有100多个艺术团体排演了该剧。

学习雷锋的文艺方式是多种多样

的，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创作仅仅

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1963 年 3 月 5 日，原北京军区战友

文工团团长和政委向全体成员传达了

毛主席题词，并计划全团下午去天安门

广场参加雷锋事迹宣传活动。散会时，

许多同志提议说，我们是文工团，游行

应该有首歌。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

致 赞 同 ，他 们 纷 纷 把 目 光 投 向 歌 队 队

长、作曲家生茂和词作家洪源。生茂对

洪源说：“你写词快，写个歌词吧，午饭

前一定要交给我！”

洪 源 不 负 众 望 ，很 快 写 出 了 歌

词 。 生 茂 谱 曲 的 时 候 ，想 到 这 首 歌 一

定要朗朗上口，必须是民族风格，要有

高亢的气势。周总理的题词给了生茂

灵感，“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

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

私 的 共 产 主 义 风 格 ，奋 不 顾 身 的 无 产

阶级斗志”。总理的寥寥数语，生动地

刻画出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生

茂仿佛看到手握钢枪的战士矗立在眼

前，他思如泉涌，不到 1 个小时就完成

了 谱 曲 。 他 从 头 到 尾 唱 了 两 遍 ，觉 得

可 以 了 ，就 叫 一 位 队 员 抄 在 食 堂 门 前

的 黑 板 上 。 就 这 样 ，一 首 宣 传 歌 曲 诞

生了，歌名《学习雷锋好榜样》就取自

歌词的头一句。

5 日下午 ，天安门广场红旗漫卷 ，

人海如潮，“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

声 此 起 彼 伏 。 金 水 桥 畔 ，伴 随 着 手 风

琴 雄 浑 高 亢 的 旋 律 ，文 工 团 的 成 员 引

吭高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

忠 于 党 。 爱 憎 分 明 不 忘 本 ，立 场 坚 定

斗 志 强 ……”这 首 歌 后 来 传 唱 大 江 南

北，妇孺皆知，极大地促进了学习雷锋

活动的蓬勃发展。

四

深受雷锋精神感染的人，止不住要

去追随雷锋成长的脚步。一天，年轻诗

人柯岩来到抚顺，和雷锋所在连队指导

员谈了很久。指导员始终没有抬头，一

开口眼泪就啪嗒啪嗒往下掉，落在泥灰

地上四溅开来。回来后，深受雷锋精神

感动的柯岩，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一气呵

成地写下诗歌《雷锋》。

柯岩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丈夫贺

敬之。她一边流泪一边讲，贺敬之也是

一边流泪一边听。激情在诗人心中澎

湃着，冲击着，回荡着。1963 年春天，贺

敬之在复旦大学完成了著名抒情长诗

《雷锋之歌》：

让我呼唤你呵

呼唤你响亮的名字，

你——

雷锋！

我看着

你青春的面容，

好像我再生的心脏

在胸中跳动……

我写下这两个字：

“雷、锋”——

我是在写呵

我们阶级的

整个新一代

姓名

……

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背后的故事——

一个甲子的精神回望
■孙 彤 杜俊峰

在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珍藏着一张

雷锋与战友的合影。这张照片拍摄于

1960 年 3 月 13 日战士业余文艺汇演结

束之后，背面有雷锋写下的“自己保存”

字样。照片长 7.9 厘米、宽 5.7 厘米。

1960年 1月 8日，雷锋参军入伍。新

兵训练结束后，雷锋被分配到原沈阳军

区工程兵某团运输连。正当雷锋兴冲冲

地准备报到时，新兵连指导员告诉他：

“刚才团里来电话，指名叫你去参加战士

业余演出队，今天就去报到，你暂时不要

到运输连去了。”

原来，在新兵连时，雷锋唱歌、拉手

风琴、说快板样样都行，团俱乐部主任陈

广生发现了他的文艺才华，所以让他留

下来参加演出队。演出队人少节目多，

每个人要担当几个角色，才能组织一场

晚会。陈广生让大家根据自己的特长，

自报节目。雷锋除了诗朗诵，还报了四

五个节目。陈广生又高兴又有些担心：

“你演这么多，能按时背下台词吗？”“能

背下来！”雷锋满怀信心地回答。

分配完角色，雷锋就拿着脚本起早贪

黑地背台词、练动作，有时忙得连饭都忘了

吃，很快就把所有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可

是，当大家一起合练节目时，才发现他的湖

南口音很重。“陈主任，我们没法和雷锋合

作，他那湖南普通话，我们真是听不明白。”

队员们举了几个例子：雷锋把“雄赳赳”，说

成“雄球球”；群口词表演中，上一个演员说

“时间如箭”，雷锋应该接“转眼又是一年”，

而他却说成“转眼又是一连”。

于是，雷锋找了一个普通话标准的

同志当老师，一句一句跟着学，练了一段

时间还是不太满意。离演出的日子越来

越近了，陈广生打算把雷锋换下来，但考

虑到他练得那么认真，怕挫伤他的积极

性。没想到，雷锋为了不影响大家，主动

提出换下自己。就这样，雷锋在演出队

里当了一名勤务员。

为了让大家集中精力排练节目，雷

锋把演出队的勤杂工作全部包了下来。

当 时 队 员 们 喝 不 上 热 水 ，雷 锋 非 常 着

急。他托人找到一个旧铁壶，在演出队

驻地烧开水。每当队员排练休息时，雷

锋就把凉好的开水一碗一碗地递给大

家。每逢周末，演出队忙着排练时，雷锋

就悄悄帮队友们洗衣服和床单。其间，

有位战士感冒发热，雷锋主动到卫生队

为他拿药，还整夜照顾他。演出队的队

员们都说，这样的好同志，一定要表扬！

后来，演出圆满成功，雷锋虽然没有

上台表演，但每一个节目的背后都饱含

着他的辛勤劳动。演出队合影时，大家

都觉得演出队离不了他，一致提议要带

上雷锋一起照。照片上，雷锋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微笑。

下图：雷锋（后排右一）与战友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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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61年 4月 27日，雷锋在“伏牛山”号军舰上作忆苦思甜报告。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图

军史瞬间

雷锋入伍后的第二年，全军部队

全面展开“两忆三查”教育运动。“两

忆”即忆旧社会阶级压迫剥削的苦、忆

民族被侵略压迫的苦；“三查”即查立

场、查斗志、查工作。由于雷锋优异的

工作成绩、突出的政治表现以及在旧

社会遭受苦难的特殊身世，他在本部

队所作忆苦思甜报告感人至深、催人

泪下，成为教育运动的生动课堂。

1961 年 4 月 27 日，应旅顺海军基

地邀请，雷锋在基地水兵俱乐部大礼

堂为排以上干部和积极分子共千余人

作了忆苦思甜的报告。之后，他登上

“伏牛山”号军舰，继续为舰上官兵作

报告。

为欢迎雷锋的到来，舰上全体官

兵早早列队等候，并在舰艇甲板上方

悬挂“忆昔苦中苦 愿今甜中甜”大

幅标语。照片中，雷锋精神抖擞地站

在甲板中央，百余名官兵围坐在雷锋

身旁，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报告。全

舰官兵为雷锋的报告所感动，当听到

他诉说苦难家史时，大家无不潸然泪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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