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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几十年以来，这几个苍劲

大字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推动了浩浩荡荡、跨越世纪

的学雷锋运动，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较少有人了解，毛主席书写这一题词的始末。

（一）
雷锋出生在长沙望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7岁时就成了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

进入学校读书。毕业后，雷锋当过通讯员、公务

员、拖拉机手、工人等。

入伍之后，雷锋不但刻苦学习，克己奉公，还

经常助人为乐，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节约标兵。从 1961 年开

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的机会多

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也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1962年8月15日，22岁的雷锋在辽宁抚顺牺

牲，结束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雷锋所在部队

的战友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最先在军营里开展了

学习雷锋的活动。之后，雷锋的事迹走出军营，

在辽宁全省青少年中传播开来。

1963年2月初，首都几家大报先后刊登了雷

锋的日记。雷锋日记语言朴实、记述简短，但字

里行间，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跃然纸上。

（二）
《中国青年》是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

习”的首发期刊。为什么毛主席要把这份题词写

给《中国青年》，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要从

《中国青年》杂志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请求说起。

亲历当年历史，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江云

老人每每忆起《中国青年》杂志在推动“向雷锋同

志学习”题词和学雷锋运动方面所作的青春奉

献，仍然心潮澎湃。

据他回忆，1963年2月15日，《共青团中央关

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

活动的通知》正式印发。《中国青年》杂志是共青

团中央机关刊，编委会领导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思

考怎么才能把雷锋这个典型向全国青少年宣传

好。他们决定将两期杂志合刊，出48页，让雷锋

事迹更显厚重。篇幅页码定好了，那在其他报刊

已经宣传报道的基础上，“如何打好第二点”，做

到后来居上？

那时，王江云在《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组当副

组长。就在讨论的过程中，王江云说出了请毛主

席题词的想法。大家一听都很兴奋地表示赞同：

“对，请毛主席题词。”但冷静之后，又都认为请毛

主席题词，非同小可，是不是有点太敢想敢干了?

王江云的一位同事说，毛主席一向关心青

年，关心《中国青年》杂志，对雷锋这样一个值得

青年学习的榜样，说不定会答应题词的。就这

样，大家抱着希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主席发

出了请他题词的信函。

给毛主席的信不长，大约三四百字，大致的

内容为，雷锋同志的事迹非常感人，值得推荐，贸

然给主席写信，请予以题词。发出这信的时间是

1963年2月16日。

（三）
时任毛泽东同志秘书的林克收到《中国青

年》寄来的信时，毛主席正在北京，住在中南海丰

泽园里的菊香书屋院内。

当天林克接到警卫员通知主席醒了的

电话后，便立即拿出已选好要送给主席

批示和阅处的文件、资料，其中便

有《中国青年》杂志请毛主席题

词的信，送至主席寝室。

大约过了两三天，《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打电

话到毛主席办公室，说明心情迫切的原因：《中国青年》

杂志在3月初出版，能否请主席在2月25日前写好，因

为印刷还需要一周的时间。

林克将《中国青年》编辑部的请求报告了毛主席，

主席请其先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林克于办公室内思

索一番，拟好了十来个题词立即送给他。题词的大致

内容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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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

志勤奋好学的精神”等等。

林克晚年如此回忆：2月22 日，毛主席睡

醒以后，值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让

我去一下。我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资料匆匆

来到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正穿着睡衣斜倚

在床栏上看文件。看见我到了身旁，便放下了

手中的文件。我随即将新文件放在他床头的

长桌上，他示意我坐下。

这时，毛主席从他身旁左边床的书堆上

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我。我一看，他已在纸

上用毛笔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7 个潇洒苍

劲的行草字。我为他拟的十来个题词，他一

个也没用。

这时，他吸了一口香烟，从容地带着询问的

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我爽快地回答说：“写得

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主席好像要解释为什

么没有采用我拟的题词这一疑问似的，接着说

道：“是嘛，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件好事，也不是

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

作风、好品德；学习雷锋长期一贯地做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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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要实

事求是，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

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习雷锋，领导干部要

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现在看来，毛主席的这番话不仅指出了

学习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身上最本质

的东西，特别是指出了学雷锋的方向。”林克在

一篇文章中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同志应《中国青

年》之邀为《中国青年》专辑题词的全过程。

1963年2月22日下午3点多，一阵急促的

电话铃声响起，《中国青年》编辑部接到来电：

“我是主席办公室的林克，主席的题词已经写

好了，请派人到中南海西门来取。”

听到这一消息，整个《中国青年》编辑部都

沸腾了，社领导立即派当时的通讯员刘全聚骑

着摩托车去取。

刘全聚拿到一个牛皮纸信封，林克在信封

上面写着：请交中国青年杂志社朱柏（应为伯）

颖同志亲收 中南海林寄。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

出版，发表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

词。周恩来的题词也一同发“学习雷锋”专辑

上。“学习雷锋”专辑还刊登了老一辈革命家董

必武、郭沫若、罗瑞卿、谢觉哉应《中国青年》编

辑部之请而写的诗歌和文章。

《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出版后，也就是

1963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

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

手迹。

从这一天起，一个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

国范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兴起。之后每

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雷锋精神”从此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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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写“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