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人性中美好的东西
就是学雷锋

“雷锋日记里记的那些

事，都是点滴小事”

齐鲁晚报：网络上有个段子说，
“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但都记在
日记里。”一些人对雷锋是不是做过
那么多好事存在怀疑。雷锋日记里记
载的那些事都是真实的吗？

师永刚：那个时候写日记在知识
分子中是很普遍的，写日记是一种进
步的表现。

乔安山：雷锋有文化，在工厂里
的时候就写日记。当时在工厂里，130
多人的大宿舍，识字的没几个，雷锋
写什么也就不怎么给我们看。但有一
段日记我知道，就是“人的生命是有
限的”那一段。后来很多人认为这是
雷锋入伍之后写的，实际上是在鞍钢
当工人时写的。

陈茁：其实对此有怀疑的人，是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去了解一下雷锋。
你看雷锋日记里记的那些事，都是点
滴小事，帮助老奶奶找儿子，给大嫂
雨衣……雷锋并没有干过什么惊天
动地的大事。他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
的人。

张峻：最主要的是有人怀疑日记
是后来修改过的。雷锋的手迹，我家
里还有，这些都可以拿来证明。

“摆拍的照片也是根据

他实际生活中的事拍的”

齐鲁晚报：雷锋那个时代，拍照
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可雷锋有300

多张照片存世。这是怎么回事？
陈茁：一开始，雷锋也是偶尔拍

张照片留念一下。到1961年，雷锋在
部队被评为先进典型，部队里开始掀
起向他学习的热潮。沈阳军区便派了
纪征、张峻两位摄影师来给他拍照
片。

张峻：是。雷锋现存于世的300多
张照片中，有224张是我拍的。

我还记得给他第一次拍照的情
景。当时，我到他所在的部队采访，相
处之后他提出来，“张助理员，你给我
拍张照好不好？”当时我是大尉，他是
上等兵，第一次见面就提出这样的要
求，我认为他胆子很大。他很爱照相，
告诉我要拍“雄赳赳、气昂昂”的那
种。

师永刚：当然，像我们2007年编
撰《雷锋1940-1962》时解密的那样，
有一些照片是摆拍的，尤其是大家比
较熟悉的、被认为比较经典的那几
张。

曲建文：摆拍的照片也是根据他
实际生活中的事拍的。比如他跑到储
蓄所，给人民公社捐了200元，人家给
退回来100元。辽阳发水灾，他把另外
100元捐给灾区。辽阳以市委名义给
部队写感谢信，大家才知道雷锋经常
去储蓄所捐款的事，于是把他存钱的
举动补拍了下来。

齐鲁晚报：课本上的雷锋是非常
简朴的，一双袜子都是“缝缝补补又
三年”。但是，雷锋纪念馆后来展出了
他的英格纳表、皮夹克，而且他还买
过照相机。而这些东西并不是那个年
代人人都能拥有的。

陈茁：对，这些东西都是纪念馆
2002年展出的。这证明雷锋是个时
尚、爱美的小伙子。

其实，在鞍钢工作的时候，雷锋

的收入是不低的，每月拿30多元。当
时他穿着简朴，同事们都劝他去买身
衣服，他这才花44元买了那件夹克，
并穿着它照了张相，寄给老家的县委
书记赵阳城。赵阳城回信说他有点变
了，让他坚持艰苦朴素、永不忘本。从
此，雷锋便再也没有穿过那件皮夹
克。

“媒体等各方面把雷锋

神化了”

齐鲁晚报：这么多年来，课本上
的雷锋都是“高大全”形象，如今不少
年轻人对他进行了重新解构，其中不
乏质疑之声。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陈茁：开始我也只是从照片上、
课本上认识雷锋，觉得他身上有种伟
大的光环。1988年进入雷锋纪念馆工
作以来，我逐渐发现，雷锋就是一个
普通人，阳光、上进、懂得感恩与奉献
的人。

张峻：那是宣传之后的效果。只
要是人总有缺点，真实生活中的雷锋
也是一样。比如，当时在部队留刘海
是不允许的，但他这个人很爱美。他
终究是个年轻人。

乔安山：雷锋牺牲以后，在漫长
的岁月里，有时候媒体等各方面把雷
锋神化了。我们司令员很早就说过这
个问题：我们要还原雷锋，当时什么
样，就什么样，不要把他神化。现在我
不管走到哪儿宣传雷锋，雷锋是什么
样，就是什么样。他不是神仙，就是我
的战友，一个20多岁的青年。你给他
拔得那么高，有什么用？

再说，雷锋的成长与首长的培养
是离不开的。雷锋一入伍，他的讲话

就受到领导的高度表扬。政委说，“将
来可以培养培养。”团长说，我的营长
拽出一个来，不给他写稿，也讲不了
这么好。全团大会迎接新兵，副政委
说，这个兵将来不管分到哪里，都要
好好培养。当兵6个月，他就成了沈阳
军区忆苦思甜的典型。军区政委、司
令员，都把雷锋叫到办公室谈话。说
实话，我当了多年兵，也没见到一个
将军。雷锋牺牲后我才见到。

“你给他拔得那么高，有什么用”

“图表扬做好事，也要

去表扬”

齐鲁晚报：雷锋做好事不留名，
讲无私奉献。现代社会是个市场社
会，我做好事也想图个好名，有利于
我的事业发展，有人就可能会说我作
秀。我这样算是学雷锋吗？

张峻：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本
来说好的事情，等他出名了，一些事
情也就拉倒了。有些人只是想创自己
的招牌，说了不做。

曲建文：凡是做好事的，都应该
提倡。比如，有的小孩子为了图表扬
做好事，这也要去表扬，他在去学去

做的过程中，在受到鼓励的同时，就
可能转变成他的一个好习惯。无论图
名、图发展，都不能打击他，要去扶持
他。即使有些人做好事达不到雷锋的
境界，也应该支持他。他虽然有主观
上的私利，但是客观上有行动，就该
表扬。

涂可国：道德分很多层次，雷锋
做到的“大公无私”是一重境界，很多
道德模范能够做到的“助人为乐”也
是一重境界，守法经营的商人们坚守

“互惠互利”的原则，也是一重境界。
层面不同，职业不同，对道德的要求
也不同。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并不是
对立的。

社工热线：对我们来说，行善也

应该注重受助者的感受。社工热线的
服务宗旨之一就是充分尊重受助者
的隐私。

“多帮助贫困的人，也是

雷锋艰苦朴素精神的内涵”

齐鲁晚报：雷锋勤俭节约，一双
袜子补来补去。这种节约精神现在还
需要吗？

陈茁：这些行为照搬到现在当然
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精神在任何时候
都适用。我们现在强调节约每一度电、
每一滴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可持续
发展靠的不止是创新，还有节约。

张峻：现在的孩子，有时候衣服

一买一大堆。如果学习雷锋的节约精
神，从小养成好的习惯，长大就不会
浪费了。

曲建文：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但是还有很多贫困人群。生活富裕
的，不去奢侈浪费，多帮助贫困的人，
这也是雷锋艰苦朴素精神的内涵。

齐鲁晚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
多不好的现象。你去扶起摔倒的老
人，还可能被他反咬一口。这就影响
了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

张峻：是有这种情况发生，但这
是个别现象。我们不能因为这么一两
件事就不去做好事。事实也证明，还
是有很多人看到老人跌倒在马路上，
会主动来搀扶。

曲建文：做好事还是应该理直
气壮地去做。有个退伍老兵孙作
安，早晨晨练看到一个老太太摔
倒，立即打电话叫了救护车，还送
去了医院，给她办手续交押金。这
时候很多人劝他，老孙啊，小心被
赖上。孙作安说，心底无私天地宽。
后来，被救的老人全家都来感谢
他。

没有必要把做好事当

成目的去做

齐鲁晚报：现在的社会分工非
常细化，每个岗位上都有专人负
责，盲目帮助别人可能是帮倒忙。

现在学雷锋都能干点什么事？
乔安山：当年，我看雷锋做好

事，进步那么快，我也想学。有一
次，团长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去
营口送封信。火车开始走的时候，
我没有去找座位，因为我想做好
事，我就站着，看有没有事我可以
做。都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
了一火车。可我一看，旅客都坐得
很好，好像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帮
忙。我就很着急，于是就想扫扫车
厢。我找了一把笤帚，一开始扫的
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总觉得旅客
瞅我，觉得我怪。我自己非常紧张，
就低着头干活。扫完以后，衬衣都
湿透了。你说一个大小伙子，扫扫

地就能累得衬衣都湿透吗？根本不
是，是紧张的，为什么雷锋好事能
做一火车，我连这一点都做不了
呢？原因就在于，雷锋不管走到哪，
都能把哪当成家，他能把身边见到
的人当成亲人。我紧张的原因就是
没有把旅客当成亲人，没有把车厢
当成家。我去做好事就是做好事，
没有像雷锋那样，不管走到哪，都
把做好事当成自然的事。

现在，我觉得做一件事，如果
你觉得做对了，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都要坚持做。(摘自乔安山此前
受访实录)

张峻：现在的年轻人做好事的
很多很多。比如有个年轻人，每个

月都给一个贫困生寄去300元钱，
最后落款都是署名“希望叔叔”，后
来这个孩子就写信寻找这位叔叔。

师永刚：我也知道很多志愿
者。很多大学生包括“80后”、“90
后”，都抽出时间去当志愿者。我们
看报纸也知道很多年轻人做公益，
诸如免费午餐、微公益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在学雷锋。

社工热线：学雷锋、做好事，着
眼点是对方的需求，这和我们社会
工作专业的理念是相符的——— 首
先评估服务对象的需求，充分收集
资料，然后根据案主的需求制定服
务计划。一个人只要有心学雷锋，
时时处处都能发现舞台。

齐鲁晚报：雷锋已经去世50

年，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小孩子，不
知道雷锋是谁，干了什么。而现在
的青少年都喜欢明星，初涉世事的
年轻人则崇拜李开复、马云。可以
说，我们的身边从不缺时代偶像。
现在再去学50年前的偶像，是否有
些刻舟求剑？

张峻：确实。有孩子问过我“雷
锋是演什么的？”有时候就比较尴
尬。所以，我有时候遇到一些作家
就跟他们讲，要多写一些有关儿童
学雷锋做好事的书。

陈茁：偶像与雷锋不是同一概
念。偶像是在某一方面做得很好。
但雷锋不同，他更多的是道德方面
的力量，雷锋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
需要学习与具备的，不管再过多少
年都一样。

前两天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
人来我们纪念馆，他告诉我，在美
国的西点军校都有雷锋的照片，他
们也学雷锋。我问美国人为什么学
雷锋，他说雷锋是个英雄。这个话
说得很好，无论年代相隔多久、文
化如何不同，英雄都值得我们学
习。

涂可国：如今社会流行的是明
星崇拜而非英雄崇拜。大家的标准
可能更加世俗化，青年人会更多地
追求明星的靓丽外表、安逸的生活
方式。但学习雷锋、追求雷锋，是一
种精神境界的交流和共鸣，更有独
特性。可以说，学雷锋是一种更超
脱、更有境界的追星。

社工热线：雷锋精神的实质是
奉献，这个在任何时候都不落伍。
我们社工热线每年都会吸引大批
新入校的大学生，这就证明他们是
认同奉献的价值的。

齐鲁晚报：现代人追求个性空
间，不少人认为我做好事是我个人
的事，没必要刻意去学雷锋。如何
看待这种意见？

社工热线：我觉得这并不冲
突，因为学雷锋也是个性化的，像
我们大学校园里就不只有社工热
线，还有很多类似的志愿者活动，
这些活动本身就是个性化的。没有
必要机械地学雷锋。

师永刚：其实，学雷锋现在也
是很酷的事情。“60后”担忧过“70
后”，“70后”又担忧“80后”、“90
后”，我觉得大可不必。

郭泗镇：从我个人的角度看，
现在学雷锋的人并没有减少，而是
越来越多了。我们雷锋车队成立之
初仅有几个人，经过了十年的耕
耘，已经吸引了40余名司机，还有
更多的年轻人希望加入这个队伍。

陈茁：有些人只是强调坚持自
己的个性，但是在旁人看来他已经
在学雷锋了，只是他自己不肯承认
而已。

学雷锋
也很酷

齐鲁晚报：段子说“雷锋同志
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很多地
方学雷锋活动年年搞，但越来越像
形象工程。这里面是什么原因？

张峻：我也听说过。敬老院的
老人看到有做好事的来，赶忙说：

“不要来了，今天已经来了三五拨
了。”这样做都是形式主义。学雷锋
要在平常，不要3月5日才出来。

社工热线：我觉得这主要是功
利性和目的性决定的。有些人带着
各种各样的动机去学雷锋，自然就
会衍生一些怪现象。其实学雷锋关
键要从精神上寻求同感，而不是寻
求形式上的趋同。

齐鲁晚报：很多人对公款吃
喝、公车私用、裸官之类的社会现
象不满，认为学雷锋也应该由领导

干部带头学，给普通老百姓做出榜
样。您赞成这种说法吗？

社工热线：赞成。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

张峻：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学习
雷锋精神，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气。我在做报告的时候，也有人提
过这样的问题，我就这样回答。当
然，不排除有官员做得不好，但有

没有官员一直在践行雷锋精神呢？
有，山东泰安就有，有一名领导干
部收养了三名孤儿，一直默默无
闻，不图回报。

陈茁：我觉得干部更有必要学
雷锋。我们纪念馆的讲解词都分为
3个版本，少年儿童版本、普通版本
和廉政版本。对领导干部的教育，
我们有专门的课程。

干部更有必要学雷锋

雷锋生前最亲密的
战友，电影《离开雷锋的
日子》的原型。1959年起，
和雷锋一起在鞍钢工作，
后一起入伍。

著名军旅摄影家。
1960年最先在报刊上发表
雷锋的文章和照片。雷锋
现存于世的照片大多出
自张峻之手。

雷锋班第四任班长，
现居枣庄。曲建文1966年
担任雷锋班班长。转业回
乡后，先后做宣扬雷锋精
神的报告1000余场次。

辽宁抚顺雷锋纪念
馆馆长。从1958年起，雷锋
先后在抚顺做钢厂工人、
当兵。1963年，抚顺修建了
雷锋纪念馆。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
社执行主编，作家，图书
策划人。2007年，师永刚与
刘琼雄一起编著《雷锋
1940-1962》。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
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专业
方向为儒学、社会哲学和
文化理论研究。

济南公交恒通出租
车公司雷锋车队队长，
2011年济南市“助人为乐
道德模范”。

“社工热线”是驻济高校优秀社
团，由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
展学院社工专业学生创建、运营。自
2008年5月开通以来，迄今已先后为
校内外3000多人提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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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到底是怎样的人？雷锋留给我们什么？我们应怎样学雷锋？
围绕雷锋，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像我们一样，心中有诸多问号。带着这
些疑惑，我们寻访雷锋成长的见证者、雷锋精神的传承者。

八位不同身份但都与雷锋有缘的人在此作答。他们为我们勾勒了
一个更真实的雷锋，也为我们的学雷锋活动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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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纪念馆展出的这张雷锋穿
皮夹克的照片，在网上引发诸多争
议。 本报记者 邱志强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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