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牺牲后，新华社、《人民

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主流

媒体均对雷锋的事迹加大宣传

力度，在全国、全军产生了空前

的轰动效应。

面对全国宣传雷锋的火热

局面，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的胡耀邦听了有关汇报后，要求

共青团系统加大对雷锋的宣传

强度，组织全国青少年以实际行

动向雷锋学习。对胡耀邦的指

示与号召，团中央机关刊物《中

国青年》杂志当然应带头响应、

责无旁贷。

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中

国青年》编委会最后决定：编辑

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由

于国家还没有完全度过困难时

期，纸张非常紧张，此前的《中国

青年》不得不由每期 32 页改为

24页。而24页的篇幅要做一本

“学习雷锋”专辑还是显得太

“轻”，为了使这本专辑够分量，

编委会决定将5、6两期合刊，出

48页。

根据编委会的决定，从各

编辑部抽调骨干力量，专门组

成一个“学习雷锋”专辑编辑

组，具体讨论编辑计划和组织

落实。那时，王江云在《中国青

年》思想教育组当副组长，被抽

调到这个编辑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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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好信稿后，经过该社领

导反复斟酌，修改好后，请毛笔

字写得好的编辑丁有和在一张

小的竖的宣纸上抄写了一遍。

这封信的信封也是丁有和写的，

他工工整整地抄写下醒目的两

行大字：中南海，呈毛主席。

给毛泽东的信是 1963 年 2

月16日送到中南海的。朱伯颖

后来回忆说：“因为当时是我起

草这封信，就由我来与毛主席办

公室联系。信送出后几天我就

跟主席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

是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我问信收

到没有，主席看了没有，他题不

题词。林克说信收到了，主席也

看了，但没有表态。我们当时想

主席没有表态也就是没有拒绝，

还有希望，那就等一等。过几天

我又跟林克打电话，当时我很紧

张，主席万一工作很紧张，他不

题了，也没辙。结果一问，林克

说毛主席说他决定给你们题

词。我高兴得不得了。”

听了这个回答，《中国青年》

编辑部的同志都很兴奋，接着请

主席办公室的同志转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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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题就

好。”

毛泽东还真的满足了他们

的愿望。2 月 22 日，毛泽东为

《中国青年》杂志题词：“向雷锋

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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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一个有着

火一般热情的青年，

一个“毫不利己、专

门 利 人 ”的 战 士 。

1962年8月15日，年

仅 22 岁的雷锋在辽

宁抚顺因公牺牲 。

1963 年 3 月，毛泽东

主席题词“向雷锋同

志学习”。之后，学

习雷锋的活动在全

国轰轰烈烈地开展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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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中国青年》动议，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

雷锋，1940 年 12 月 18 日出

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今长沙市望

城区）安庆乡简家塘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

1956年雷锋高小毕业后，乡

政府选他当通信员，由于表现

好，工作出色，不久就被县委调

去当公务员。他工作积极，埋头

苦干，被县委机关评为“工作模

范”。县里建团山湖农场，需要

人，他主动报名去那里开拖拉

机。他政治上进步很快，1957年

加入共青团。他工作中有一种

拼命精神，在参加根治沩水河的

工程中，被评为“工地模范”。

1958年9月，雷锋响应党和

政府积极参加工业建设的号召，

远离家乡，到人生地不熟的东北

鞍钢化工总厂当了一名推土机

手，一直干到 1959 年 12 月。仅

仅一年时间，他就被工人们称赞

为最能干的优秀工人，由于工作

出色，他多次被评为“红旗手”

“标兵”“劳动模范”“先进生产

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

子”，出席了鞍山市青年积极分

子代表大会。

1960 年 1 月，雷锋参军，成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

程兵某部运输连的一名战士。

参军后他表现仍然突出，荣立二

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团营嘉

奖多次，沈阳部队工程兵领导机

关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

号。他入伍不久即担任班长。

1960 年 11 月，他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无论是当工人还是当兵，雷

锋出于内心的真诚，做了大量好

人好事。有一句话说：“雷锋出

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

并不是过誉之词。

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站换

车的时候，一出检票口，发现一

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

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

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雷锋

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

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

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

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说：

“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雷锋在当工人时就以做好

人好事而被组织赞扬。他入伍

后，做好人好事更多了。雷锋被

树立为全军榜样后，从来没有脱

离第一线生产，并且比其他人要

完成更多的生产任务。1962年

8月15日，雷锋在辽宁抚顺因公

牺牲，年仅22岁。

林克晚年如此回忆：“……

我将他们《中国青年》杂志社的

要求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让

我先拟写几个题词供他参考。

我回办公室，思索了一番，拟好

了十来个题词，立即送给了他。

2 月 22 日，毛主席睡醒以后，值

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我，主席让

我去一下。我带着事先选好的

文件，随机将新文件放到他床头

的长桌上。他示意我坐下，我便

在他床前一张藤桌旁的椅子上

坐下来。这时，毛主席从他身体

左半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

信纸递给我，我一看，只见他已

在纸上用毛笔书写了‘向雷锋同

志学习’七个潇洒飘逸的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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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谈完之后，

我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

《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告诉他

们，毛主席的题词已经写好了，

请他们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应

当特别指出，毛主席在题词之

前，就阅读了报纸上有关雷锋的

报道，了解雷锋的事迹。他曾对

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过：

雷锋值得学习。”

2月22日下午3点多钟，朱

伯颖接到林克的电话，告诉她

“主席已题好词”。她当即报告

了社领导，社领导又报告团中央

书记处，最后派通讯员刘全聚到

中南海西门取回。

《中国青年》杂志社轰动了，

团中央轰动了。“毛主席为雷锋

题词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很

快传到了新闻界，各大报刊纷纷

要求刊登毛泽东题词手迹。

其实，《中国青年》编辑部在

请毛泽东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

来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发出了

请求题词或写文章的信。周恩

来对《中国青年》一贯是几乎有

求必应，接到信后很快就挥

笔写下了“雷锋同志是劳动

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

战士”的题词，并派人送到了

《中国青年》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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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沬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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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稿件摘自《湘潮》《中

国青年》《文史天地》）

CC 毛主席题词推动全国学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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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做好人好事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