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雷锋精神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健康成长。贯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学雷锋活

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首先需要解

决的一个认识问题是，雷锋是平凡的，人人都可以

成为雷锋；雷锋精神是朴素的，它来源于生活，并

且可以永驻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一、雷锋精神来源于生活

关于雷锋精神的科学内涵，周恩来这样概括：

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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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贯穿其中的实质，江泽民概括为，“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
就是这样的雷锋精神，感动了整整一个时代。

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
号召之后，从塞北到江南，从军队到地方，“遇到困

难想雷锋，忘我劳动比雷锋，艰苦朴素赶雷锋，助

人为乐学雷锋”，全军和全国青年很快掀起了学雷

锋的热潮。后来，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建

国以后的十多年中，“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

会的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受到全国人民和各

国人士的赞许”。
然而，到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新时期，当我们重提学习雷锋精神时，有人玩

弄起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说“雷锋并非如人们

想象的那样完美”，“那时候树立典型要求高大

号召在每年春天的专门时间，全国人民都要大力

学习雷锋精神。“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传遍大

江南北，全国出现了一批雷锋式的模范人物。
那么，在当前，雷锋承载着什么历史使命呢？

长期以来，没有人怀疑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

破坏”框架分析社会不良现象的科学性、正确性、
适用性。但是，在距离文化大革命运动几十年后，

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道德进步的赞歌声中，人

们发现，中国竟然还要一本正经地讨论世界上任

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讨论、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的中国也用不着讨论的一个话题———“老人倒地

扶还是不扶？”当前的社会风气中的一些道德败坏

现象已不容置疑了。一些人在利益的诱惑下，像打

了鸡血一样地亢奋，羞耻感道德感全然丧失，加入

了疯狂逐利的大军。为了一点物质利益，妻子杀死

丈夫，儿子杀死亲爹，兄弟成仇，朋友反目，屡见报

端，由此引发的官司诉讼，使得律师们赚得盆满钵

满。食品安全的大堤形同虚设，致命的三聚氰胺、
苏丹红、瘦肉精被人微笑着自然地熟练地加入儿

童奶粉、生猪、鸡蛋等食品里而良心没有一点自

责。这些令人发指的现象为何出现？显然，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是重要原因。此

外，马克思主义深刻揭露的贪婪的粗暴的资本的

野性、资本的逻辑也是我们应该静下心思来认真

思考并努力避免的问题。
有人说，在市场经济时代，雷锋是傻子而没有

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恰恰相反，雷锋的价值当

前正闪烁着璀璨的光辉。雷锋是不朽的，他不图名

利做好事的崇高的道德境界，折射出“有奶便是

娘”教条的厚颜无耻。雷锋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对待同志如春天般的温暖的伟岸形象，有力地反

抗着当下人情的冰凉。也只有在世间的浑浊中，才

显出雷锋的高洁亮丽；也只有在这种孤独的反抗

中，才成就雷锋这个世间的伟大英雄，如黑格尔所

说的英雄：放弃了生命个性，承担得起伟大的冲

突；牺牲了自我，永存下来他的事业。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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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雷锋精神不应该成为要求每个社会成员的

统一标准，只能是对少数先进分子的要求。”
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看看雷锋的成长历

程。雷锋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在旧社会他体验到

的是世事的残酷、人情的冷漠，在新社会他感受到

的是共产党的关心、人民政府的哺育。从少先队

员、县委通讯员、农场拖拉机手、鞍钢工人，直至成

长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对
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无限热爱的社会主义新人。
新旧社会的强烈反差，使他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

一样，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报恩意识———报共产

党的恩，报人民的恩。
雷锋最直接的报恩方式就是“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总是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在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之外，他

还主动担任少先队辅导员，为农场捡粪，“出差一

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生活俭仆，他勤俭节

约，但为了支援灾区人民和帮助战友，他却毫不犹

豫、慷慨解囊。这就是雷锋。他所做的都是平凡无

奇的小事，既没有舍身炸碉堡、堵抢眼，也没有严

刑拷打下的坚贞不屈、跳进泥浆中的奋力搏击，甚

至连抢救落水儿童的见义勇为都没有，这能叫“高

大全”吗？

所以，不是人人都有机会“高大全”。但是，每

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每个时代都有

每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在雷锋所处的激情燃烧的

时代，雷锋是典型但又不是典型。典型就在于雷锋

身上展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

神，是那个时代所孕育的精神，代表了那个时代发

展的主流和方向；不典型就在于那个时代的“雷

锋”不是一个，而是千千万个。正是这千千万个“雷

锋”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社会主义中国才在较

短时间内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可见，雷锋并不遥远，雷锋精神就曾在我们身

边。这也印证了革命老人谢觉哉的说法：“雷锋同

志是平凡的，任何人都可以学到；雷锋同志是伟大

的，任何人都要努力才能学到。”

二、雷锋精神不能离开生活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对雷锋

精神的理解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有人说，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在雷锋生活的那个年代值得提倡，如今

市场经济讲的是等价交换，雷锋精神过时了；又有

人说，在改革开放年代，人们关注的是自我价值的

实现，雷锋那种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价值观，已

经不合潮流；还有人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要人们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太超前了。
这些认识不利于弘扬雷锋精神。

另外，在我们学雷锋的实践中，也确有一些地

方、一些时候存在着形式化、简单化的问题。比如，

把学雷锋当作一项强制性的任务，只在“雷锋月”
搞一两次活动，结果“雷锋同志没户口，三月来了

四月走”；把学雷锋当作一项硬性的考核指标，只

是为了得到某种奖励或宣传报道而做表面文章、
追求轰动效应。这很容易使人们对学雷锋活动产

生逆反心态，进而对雷锋精神不信任。
长此以往，雷锋的名字在一些人心目中特别

是一些青少年心目中，渐渐模糊起来了。“雷锋是

有钱人吗？”“活雷锋是什么意思？”在雷锋纪念馆

的参观者中，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司机救起被车

撞伤的老人并送到医院，却被诬为“肇事者”，这本

来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的一个情节，但

不知是艺术源自生活还是艺术指导生活，类似的

情节在现实中一再上演。尤其是 2006 年发生在南

京的“彭宇案”以及此后多个地方的“彭宇案”，经

过一些市场化媒体的刻意渲染，一时间“老人跌

倒，扶还是不扶”成为了网上争议的热点。中国社

会的道德状况到底如何，是不是正“遭遇寒冬”？
但面对质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经过近

半个世纪雷锋精神浸润的中国社会，决不会允许

其道德水平长期跌落到它所允许的标准之下。当

前，社会各界对各种非道德现象的“零容忍”，对道

德建设中一些失误、毛病甚至局部滑坡的高度义

愤，反映的不就是对道德建设的高度关注？这可以

说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
也就是在这种文化自觉中，人们发现：离开雷

锋的日子，雷锋的存在和精神传承是如此宝贵。比

如，当社会上出现急功近利的思潮时，人们就更加

崇敬雷锋的远大理想；当社会上出现享乐主义倾

向时，人们就更加珍视雷锋的艰苦朴素；当社会上

出现个人主义风气时，人们就更加怀念雷锋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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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义精神；当社会上出现欺诈现象时，人们就更

加渴望雷锋的真诚；当社会上出现人情的冷淡时，

人们就更加想往雷锋那“春天般的温暖”。这就是

雷锋至今仍然活在许多人心中的原因，也是雷锋

精神可以恒久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思想根基。

三、雷锋精神要永驻生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推动学雷锋活动

的常态化，就必须更深刻地认识雷锋精神的底蕴，

更准确地把握雷锋精神的本质，更自觉地遵循雷

锋精神的发展规律。
首先，要搞清楚学雷锋到底学什么，即弄通弄

懂雷锋精神的内在本质。在很多人看来，学雷锋就

是做好事、助人为乐。这种看法不能说不对，但它

只是反映了雷锋精神的表层。雷锋是以做好事出

名的，但他不是时有时无地做一些好事，而是一生

不停地都在做好事，并且做了好事从不留名。这正

如毛泽东对吴玉章的评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

难，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

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

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啊！”难在哪儿？难就难在雷锋最忠实地践行了毛

泽东的教导，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正因为如此，雷锋才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学习的楷

模。今天，我们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

他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要“走雷锋同志

走过的路”，就是要走他为人民服务的奉献之路、
建设之路。回避雷锋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信仰，也就

从根本上离开了雷锋；学雷锋只是为了“完成任

务”、“拍照上镜”，就彻底与雷锋精神分道扬镳了。
其次，要珍惜并维护雷锋精神的国家意识形

态形象，反对任何形式的歪曲和恶搞。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和国家先后树立了许多先进典型，但只有

雷锋影响最为深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同时期

的雷锋形象和雷锋精神虽然因时代变化而有所侧

重，但其基本内涵大体稳定。“坚决听党话，一辈子

跟党走”的忠诚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傻

子”精神、刻苦钻研的“钉子”精神、在本职岗位上

发光发热的“螺丝钉”精神，既为计划经济所需要，

也为市场经济所呼唤。如同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新教伦理一样，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

能缺少自己的道德根基，雷锋精神就是这种道德

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雷锋精神只能发扬光

大，决不能歪曲和恶搞。但在现实中，有人以各种

理由来“修改”雷锋形象、借批“左”来否定雷锋精

神，对此必须及时澄清、有力批判，因为他们所“修

改”、否定的不只是雷锋的形象和精神，而是产生

这种形象和精神的时代以及由那个时代延伸过来

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整个时代。
再次，和其他常青的价值观一样，雷锋精神也

应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保持实质和内核

不变的前提下，努力使内容和形式体现时代性、把
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更具实效性。就内容而言，

比如，今天发扬雷锋精神中的无私奉献精神，不是

要求所有人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要区分出

不同的层次，“大公无私为圣人，先公后私为贤人，

公私兼顾为好人，先私后公为庸人，损公肥私为坏

人”；今天实践“螺丝钉”精神，不是要放弃职业流

动，而是要求具备敬业、乐业、精业的职业精神；今

天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也不是不可以提高生活水

平，而是要有一种不铺张浪费的生活习惯和品格。
就形式而言，今天开展学雷锋活动，应该由运动

式、简单化向常态化、制度化发展。比如，可以把学

雷锋活动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在“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中融入为人民服务的价值

导向，以社会性、事业性的志愿者活动带动学雷锋

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以助人自助为目的，借鉴社

会工作方法，以对党和人民的“爱”而不是一般人

道主义的“爱”为伦理基础，经常性地开展学雷锋

活动。如此等等，以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推动学雷

锋活动的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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