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陶克介绍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始末

毛主席题词最早发表在《中国青年》上
本报记者 张晓丽

毛主席曾经为多位英模人物题词，如
白求恩、刘胡兰、张思德等等。他的每一
次题词都大有深意。那么，毛主席为雷锋
题词有何特别之处呢？

陶克认为，一是题词对象的特殊性，
雷锋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之题词
的第一位。新中国建设者中英雄模范人
物众多，毛主席为什么选择为雷锋题词？
与前辈和同时代的众多英模人物相比，雷
锋是平凡的，但也正因这份普通与平凡使
得他的事迹“人人可学，人人可为”。在毛
主席题词之前，从抚顺开始，学雷锋活动
已经在人民群众中自发地开展起来，这就
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正因为人民选择了
雷锋，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的毛主席，顺
应人民的心愿，选择了雷锋。

选择雷锋的另一个理由，要回到当
时的时代背景中去。1963 年，新生的共
和国面临着恶劣的国际形势，国内更遭
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刚

刚度过。大敌当前，国家有难，帝国主义
扬言“在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就在第二
代、第三代身上”。毛主席苦苦追寻破解
之法，雷锋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长久的
思索似乎有了答案：年轻的共和国比任
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坚定信念、百折不挠，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上下一致、同心
同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互敬互爱、
助人为乐，这些品格在雷锋身上都有生
动的体现。

二是题词内容的特殊性。毛主席之
前为众多人物的题词，都对人物身上最鲜
明的精神进行了准确提炼，比如为白求恩
题写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
义”，为刘胡兰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
荣”，为张思德题写的“为人民服务”。为
雷锋题词的风格与上述这些不同，是高度
概括性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到底学什
么、怎么学？题词中没说，留下了巨大的
想象空间。

根据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回忆：他曾
经拟了“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
立场”等十来句话，供毛主席题词时参
考。但是毛主席最后都没有采用，而是
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写下了“向雷锋同
志学习”7个大字。他对林克说：“学雷锋
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
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
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
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
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
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
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
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松柏之茂，隆冬不衰。“在毛主席题词
之后，不论是学雷锋号角的经久不衰，还
是雷锋精神内涵的不断丰富，都离不开对
这个题词的无限想象。”陶克总结说。

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题词的首位先进人物

从编辑部写信到毛主席题词，满打满
算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毛主席
是如何了解到雷锋的事迹呢？陶克认为，
毛主席此前肯定已经知道雷锋，他重点讲
了三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一张毛主席阅读《解放
军画报》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 1962
年 7 月，当时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工作，
在东湖宾馆中，他在一堆报纸杂志中挑出
了1962年第6期的《解放军画报》，聚精会
神地读了起来。这一期的《解放军画报》
上恰好刊登了报道雷锋事迹的专题《五好

战士与红领巾》。也就是说，这时毛主席
就知道沈阳军区有个好战士叫雷锋。

第二个细节是毛主席与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
的谈话。1963 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
军报》等国内主流媒体陆续报道了雷锋的
事迹，同时摘发了雷锋日记。毛主席在仔
细阅读后，对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
啊！向雷锋学习，也包括我自己，我也向
雷锋学习。”

第三个细节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推荐
了雷锋这个好战士。在 1963 年初《人民

日报》报道雷锋事迹后，当时的社长吴冷
西曾接到邓颖超的电话，是周总理委托
她打来的，说读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很
感动，他的事迹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需要很好地宣传这个典型。周总理还
说，事实一定要核对好。比如，日记中的
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好像在哪
里看过，是不是雷锋说的？经过人民日
报核实，这首诗是雷锋抄录的诗人姚筱
舟的作品，这足以证明周总理对雷锋的
关注。陶克说：“周总理与毛主席接触密
切，很可能向毛主席介绍过雷锋。”

毛主席说“我也向雷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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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善为福，唯善为乐。在基层从
事民生服务工作，我处处以雷锋精神
激励自己，用自己的满腔热情温暖他
人。久而久之，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
个岗位学雷锋、传播正能量的磁场，涌
现出一批青年志愿者先进典型。我在
满怀热情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感受着
周围来自年轻一代的温暖和爱，这真
是让人最幸福快乐的事。

LEI FENG DE BAO KU

这是湖南省望城县（今长沙市望
城区）团组织颁发给雷锋（原名雷正
兴）的捐款纪念证书，上面大写的 20
元钱清晰可见。那是1958年的春天，
望城县委决定开垦团山湖国营农场，
让往日的荒芜之地变成鱼米之乡，因
财力有限，号召全县团员、青年为农场
捐款购买一台拖拉机。雷锋踊跃捐
款，他把自己进县委机关工作一年多
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0元钱，一分
不留地捐献出来支援农场建设，是全
县团员青年中捐献最多的一个。

为团山湖农场
建设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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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杂志社总编辑，曾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少将军
衔，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集中研究雷锋文化现象。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为雷锋同志
的题词。陶克深入了解并研究了毛主席题词全过程及其思想
价值。

陶克

温暖他人的时候
自己也被温暖包围着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张启东

毛泽东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一事的
源起，还要从雷锋牺牲时说起。

1962 年 8 月，雷锋牺牲后，他青春阳
光的面容，他爱党爱国、助人为乐、勤奋工
作、勤俭节约的事迹，深深地留在了人们
的记忆里。

1962 年 10 月，应抚顺市多所中小学
校的请求，“雷锋烈士事迹展览室”在雷
锋生前所在部队驻地布置完成并对外
开放。共青团抚顺市委随即发出关于
组织全市广大青少年参观雷锋烈士展
览的通知，这是全国第一份以学雷锋为
主题的正式文件。1963 年 1 月，辽宁省
军区、共青团辽宁省委联合发出学习雷
锋的通知。1963年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
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展开宣传和学习雷锋
的活动。

1963年2月15日，团中央做出决定，
在全国青年中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作为

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社立
即行动起来，精心研究怎样才能做好这
次宣传工作。作为半月刊的杂志，如何
能够赶超宣传速度更快的报纸，后来居
上，做出声势呢？

杂志社立即召开编委会，展开热烈
的讨论。有人提出，可以发两期《中国青
年》合刊，出版学习雷锋专辑。这个提议
通过了，但要想在深度和声势上超越其
他媒体，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时，思想修
养组组长王江云提议：能否请毛主席题
词？这一建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
但冷静之后，大家又犹豫了：毛主席工作
那么忙，会同意吗？经过一番讨论后，大
家认为毛主席非常关心青年工作，也许
会同意，于是决定试试看。

很快，编辑部将请求毛主席题词的信
送到了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并在此后的几
天中三次催“文债”。2月18日，编辑部打

电话询问情况，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回答
说，主席还没有表示。20日，又打电话问，
回答是：“主席已经答应题词了。”这真是
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为了保证出版时间，
他们又打了第三个电话：“学习雷锋专辑
准备3月1日出版，付印时间2月26日，请
主席最好能在2月25日前题好。”两天之
后，2月22日，编辑部收到了毛主席的题
词，比“截稿日”提前了3天。

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
了新闻界，各大报刊纷纷要求刊登题词手
迹。1963 年 3 月 2 日，《中国青年》第 5
期、第 6 期合刊出版，率先发表了毛主席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三天后，也就
是 1963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
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都在头版显
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的手迹。从此，学雷
锋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蓬
勃兴起，3月5日成为学雷锋纪念日。

中国青年编辑部三次催“文债”

CHUAN CHENG ZHE SHUO

雷锋杂志社总编辑陶克60年坚持学雷锋，传播雷锋事迹，研究和弘扬雷锋精神。（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家主
席毛泽东为雷锋同志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
习”。其后，又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
平的题词。解放军总政治部、团中央和全国总工
会随即分别发出通知，组织在各个群体中广泛开
展学习雷锋的活动。由此，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

个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
很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主席为雷锋同志

的题词，最早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并不是1963
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而是早于它3天出
版的《中国青年》杂志。

那么，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会接

受一家青年杂志的邀请，为一位普通士兵题
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什么能够成为在60
年间始终激荡人心的号召？这短短7个字里藏
着什么样的深意，对今天的学雷锋活动有着什
么样的启示？记者为此专访了雷锋杂志社总编
辑陶克。

右一为张启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