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京报：你知道吗？这
50 年，人们都在向你学习，

“雷锋”已经成为了一个做好
事的符号？

雷锋：我也曾经问过自
己，“我为未来带来了什么？”
我曾经说过“如果你要告诉
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
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

新京报：现在这个年代，
似乎大家更看重得到，而不
是给予？

雷锋：处处只为个人打
算，怕吃苦，那些可耻的行
为，我坚决反对。

新京报：可耻，你不觉得
这个词太重了吗？

雷锋：凡是脑子里只有
人民，没有自己的人，就一定
能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威信。
反之，如果脑子里只有个人，
没有人民的人，他们迟早会
被人民唾弃。

新京报：你是一个大公
无私的人吗？

雷锋：我觉得自己活着，
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
好。我知道爱谁，恨谁，我知

道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是
我们青年的神圣职责。

新京报：你知道吗，现在
很多人说，其实你很爱美，你
是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

雷锋：什 么 是 时 代 的
美？战士那褪了色的、补了
补丁的黄军装是最美的，工
人那一身油渍斑斑的蓝工装
是最美的……这一切构成了
我们时代的美。如果谁认为
这并不美，那他就不懂得我
们的时代。

新京报：那是怎样的时
代？

雷锋：我们处在一个翻
天 覆 地 千 变 万 化 的 时 代 ，
一个英雄辈出百花盛开的
时代。

新京报：现在也是一个
翻天覆地的时代。现在有的
人不愿意做好事，怕被诬陷，
觉得做好事很难。

雷锋：这些困难都是暂
时的、局部的、可以克服的。
只要我们有叫高山低头、河
水让路的气概，是没有战胜
不了的困难的。要愉快地多

给别人，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新京报：你总是这么乐

观。但时间久了，有些人会
对你的故事没有兴趣。

雷锋：俗话说：剩饭炒三
次，狗都不爱吃，一句话老那
么说，人家就不爱听。本来
意思不多，却讲了不少，结果
那一点精华被淹没在空话的
海洋中了。这好像人们喝糖
水，同样多的糖，如果掺水适
当，则味道甘美，如果掺水过
多，必然淡而无味。可见讲
话的时间长，不一定效果就
好，相反有时会更坏。

新京报：那怎么办呢？
雷锋：热情，像熊熊的火

焰，是一切的原动力！人若
没劲，好像没有蒸汽的火车
头，不能动；像没长翅膀的
鸟，不能飞。

新京报：你满意这一生
吗？

雷锋：虽然做了一点工
作，但是还远远不够。

新京报：现在是2012年，
你觉得这个年代和你所在的
年代有什么样的共通性吗，

尤其对青年来说？
雷锋：一个人出生在世

界上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
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从
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
年的生活，就构成各人自己
的历史。至于各人自己的历
史画面上所涂的颜色是白
的、灰的、粉红的或者鲜红
的，虽然客观因素起一定作
用，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
作用。

新京报：你是想说无论
哪个时代，每个人都要为人
生做出自己的选择？

雷锋：每个人每时每刻
都在写自己的历史。如果你
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
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
光 ，你 是 否 照 亮 了 一 分 黑
暗？如果你是你一颗粮食，
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
钉，你是否会永远守在你生
活的岗位上。

（雷锋所有回答均选自
雷锋1958-1962年日记。）

新时代需要
什么样的雷锋精
神，雷锋自己能
否给出答案？可
供我们寻找的只
有他的日记，所以
安排一场虚拟对
话，让雷锋来面对
这些提问。对话
虽是虚拟，但雷锋
50多年前的语言，
放在今天，依然
让人耳目一新。

虚拟对话 雷锋：我活着，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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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做不发光的雷锋”
当时创作《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吴洪源认为很多“雷锋精神”对现在仍有意义，只是提法不同

“ 反 驳 雷 锋 的
人也有‘雷锋精神’”

新京报：当时怎么会创
作《学习雷锋好榜样》的？

吴洪源：1963 年 3 月 5
日，《解放军报》发表毛泽东
同志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
习”。上午，军区政治部给我
们的任务，我来负责填词。

新京报：此前你见过雷
锋吗？

吴洪源：没见过。写完
这首歌，我去了他的部队生
活了一段时间。

新京报：你崇拜雷锋吗？
吴洪源：崇拜。那个时

代都有英雄情结。但战争
过去，堵枪眼也没机会堵
了，举炸药包也没地儿举
了。可是雷锋告诉我们，和
平年代也可以当英雄。

新京报：现在你会给孩
子们讲雷锋吗？

吴洪源：有时，我讲了，
他们也笑话我，得了，你甭
讲这个了。可我发现，他们
有这种观念的同时，还有雷

锋精神的萌芽在他们身上。
新京报：怎么说？
吴洪源：比如说，我那

个小外孙，我一和他说（雷
锋精神），他就说现在不流
行这个了。可是有一天，
他回家和我说，一个老太
太摔在马路牙上，过往行
人还有很多，他没办法，看
见老太太无助，他还是把
她扶起来，爱赖不赖。我
说 ，这 不 就 是 雷 锋 精 神
吗？你怎么不自我，不把
老太太扔那儿？你看，这很
有意思。

新京报：为什么说有意
思？

吴洪源：现在很多反驳
雷锋精神的人，他身上也有
很多雷锋精神，他自己就在
学雷锋。

“当时讲集体主
义，现在讲团队精神”

新京报：当时你写歌想
表现什么样的雷锋精神？

吴洪源：奉献精神。现在

不讲奉献，那会儿最讲奉献。
新京报：你在歌词里写

的爱憎分明，艰苦朴素，集
体主义等，是你自己对雷锋
精神的理解吗？

吴洪源：是我的理解。
那时候没有规范雷锋精神
是什么。我就把所有的报
刊对他的评论和报道拿过
来看。对他学习都学习哪
些方面，我就自己概括。

新京报：现在来看，这
些精神还需要吗？

吴洪源：有 些 不 需 要
了，比如，那时候讲立场，提
阶级斗争，现在不提了，那
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新京报：哪些精神对于
现代社会还有价值？

吴洪源：很多精神对于
现代社会都有价值，比如，
那会儿讲集体主义，现在企
业都讲团队精神；那会儿有
螺丝钉精神，现在岗位责任
制；过去说干一行爱一行，
现在说敬业，只是说法不一
样了，实质上都一样。你不
敬业，工厂老板开除你。

新京报：但为什么有些

人觉得“雷锋精神”过时了？
吴洪源：我们应该对雷

锋精神有更深刻的理解。
过去提的是雷锋精神，现在
我们强调的是在现实生活
中的素质要求。从精神文
明建设角度来说，都是一致
的。五千年的精神到现在
仍然发光，千古不变。

“ 可 以 做 有 限
的奉献”

新京报：但毕竟时代在
变，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吴洪源：是在变。比如
奉献，那时候的奉献是无限
的，现在的奉献是有限的。
这就是变化。

新京报：怎么理解“有
限”和“无限”？

吴洪源：过去我们总讲
奉献，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
就是 6 斤小米。那时候觉
得这是应该的，要奉献的。
但现在，很多人都向钱看，
都是以索取为主的价值观。

新京报：所以有人认为

过去的雷锋离我们很远。
吴洪源：其实，雷锋离

我 们 特 近 ，他 不 是 神 ，是
人。雷锋做的很多事都是
很小的事儿，我们每个人都
能做到。

新京报：你遇到过有
“雷锋精神”的人吗？

吴洪源：有啊，我看不
惯一些小青年，头发染得黄
黄的，戴着耳钉，嘴里叼根
烟。可就在他们身上，我看
见了很多好的素质，甚至还
有雷锋精神。有一次，我差
点儿摔一跤，旁边一个人搀
我一下。我一看，就是那样
打扮的青年。人之初，性本
善，还是要相信的。

新京报：善对于现代社
会有多重要？

吴洪源：太重要了。大
家看到那么多黑暗面，就是
雷锋精神没有发扬光大。
每个人做好事儿，都会觉得
欢喜。雷锋为什么高高兴
兴？因为他对社会奉献，社
会也会对他微笑回报。这
个荣誉和崇敬是很了不得
的。现在有的崇敬和荣誉

就是有钱，这很麻烦的。现
在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这
个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行善，
社会才能多些希望？

吴洪源：人本性的真善
美不会完全泯灭。我儿子
去汶川地震灾区，回来和我
说，到那儿以后人的整个价
值观都变了。你到那儿不
干点什么，你都会谴责自
己。在大灾面前，人类的奉
献都会被激发起来。这就
是本性，也是社会的希望。

新京报：每个人都具有？
吴洪源：这就是人性的

光辉。雷锋是把善良、奉献
放大了给你看，是耀眼的。
在你身上可能是一点点。你
给人让座，为什么？因为你
心灵满足，站着比坐着舒服。

我总在想，那个年代，
学习雷锋是无比光荣的。
现在，学雷锋，有些人会有
怀疑。可是我们不做发光
的雷锋，做有限的奉献，行
不行？每个人多做一些奉
献，人生会很快乐。我有多
大贡献，就奉献多少。

蒋方舟：雷锋难得的是利他主义

“最难得的是利他主义”

新京报：你认为雷锋精
神是什么？

蒋方舟：就是“做好事，
不留名”——两者缺一不
可。小时候写作文，写自己
帮助人之后永远说：“就叫
我红领巾吧。”

新京报：对雷锋精神的
认识，和老一辈的想法有什
么不同？

蒋方舟：我 有 一 个 朋
友，是 70 后。有一天，他和
他母亲说，雷锋在那个年
代被拔高了，他母亲就哭
了，拍案大骂，你到底要干
什么。那个朋友摧毁的不
仅 仅 是 父 母 对 雷 锋 的 理
解，更是他们那一代的记
忆。我们现在不能带入那
样的情景当中。对我们而
言，雷锋做了那么多好事
儿，有点遥不可及。

新京报：我们要向他学
习什么？

蒋方舟：他的本质精神

我们还是要学习的，我始终
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要做道
德标杆，而让每个人都有行
为的空间感。

新京报：雷锋提倡的勤
俭节约，在现在年轻一代看
来有什么不同？

蒋方舟：现在不少年轻
人都不缺吃，不缺穿，勤俭
节约不是金钱的原因。但
你发现，我们会提倡环保。
现在做公益环保的人越来
越多，慢慢意识到，未来资
源稀缺，需要节约。

新京报：你 觉 得 雷 锋
最需要年轻一代学习的是
什么？

蒋方舟：他 最 难 得 的
是提倡利他主义。这是我
们现在很需要的。会有人
说世界很寒冷，要带来些
温 暖 ，要 呼 吁 道 德 重 建 。
你会发现，当道德触底的
时 候 ，人 活 着 是 不 舒 服
的。而获得帮助别人的快
乐和满足后，利他是会传
递的。人不能只为自己活
着。你取得再大成就，也

不 知 道 快 乐 的 来 源 是 什
么，你在某种程度会枯竭。
帮助他人会给你活下去的
理由。

“我很有螺丝钉精神”

新京报：你 或 者 你 身
边的朋友也在做利他的事
情吗？

蒋方舟：我有几个 70 后
的朋友，冬天在车里塞着棉
被和大衣，去桥洞底下送给
流浪的人。还有一个朋友，
看到一个年迈的老奶奶在
卖菜，他每天都会绕远，去
那里买菜。这都是很小的
事儿，帮助了别人，他们会
感觉到快乐。

新京报：你觉得你自己
和雷锋精神最大的契合在
哪里？

蒋方舟：我 自 己 觉 得
我还挺有螺丝钉精神的。
我特别清楚自己能力到哪
一步，面对名利上的诱惑，
不太愿意做。比如办杂志，
拍电影，写畅销书。我知道

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有些钱
也不愿意去赚。我花一两
年写一部小说，可能别人
用一两年时间就已经功成
名就，在虚假繁荣的市场
赚得盆满钵满。我经常会
说 一 句 话 ，干 一 行 ，爱 一
行。一个人可能做很小一
件事儿，赚很少钱，但他觉
得自己做得有意义，都会
有很强的成就感，满分都
是十分。

新京报：像雷锋一样的
坚持和执着，是不是更需要
强调？

蒋方舟：我 发 现 年 轻
人的坚持，不浮躁，在职场
上，还是很缺的。许多人
会觉得自己应该比别人过
得更好，收入更多。总是
去看别人的生活，沉浸在
对别人的羡慕之中。总是
会羡慕那些运气特别好，
不劳而获的人，仿佛那些
是成功的捷径。这样是不
正确的。我们应该踏踏实
实做一些事情，不计较所
谓的得失。

蒋方舟，1989年出生。七岁开始写作，
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十一岁写成长篇小说《正
在发育》。从12岁时开始成为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
2005年当选为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主席。现就读于清华
大学，并任《新周刊》杂志主笔。

个人简历

之 谈谈精神

雷锋在哪里

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
雷锋同志学习”，此后雷锋成
为全民偶像。起初，他作为
一种精神符号出现在课本
里、宣传画上，随着时代变
化，“雷锋”开始在各种流行
物品、艺术品中出现。

吴洪源，1949年参军，1963年，在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组，创作了《学习雷锋好榜样》，后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歌曲编辑部编辑，1984年离休。

雷
锋 精 神
被 提 倡
了近 50

年 ，许 多 精 神
都带有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鲜
明 的 时 代 烙
印 ，如 集 体 主
义 ，螺 丝 钉 精
神，舍己为人，
勤俭节约……

这 些 精 神
在如今的市场
经济环境中还
有什么样的价
值 ，怎 样 传
承？我们找了
两位受访者，一
位是为歌曲《学
习 雷 锋 好 榜
样》写 词 的 吴
洪 源 老 先 生 ，
一位是代表 80
后 90 后的新生
代 作 者 蒋 方
舟 ，他 们 生 于
不 同 的 时 代 ，
来回答这些共
同的问题。

有趣的是，
他们都在雷锋
身上找到这个
时代所需要的
东西。吴洪源
老 先 生 说 ，过
去 讲 集 体 主
义 ，现 在 讲 团
队 精 神 ；过 去
讲 螺 丝 钉 精
神 ，现 在 讲 敬
业 ；这 些 都 是
共通的。蒋方
舟认为雷锋的
利他行为具有
传承意义。正
如吴洪源老先
生 所 说 ，对 于
雷 锋 ，我 们 需
要有更深刻的
理解。

雷锋出现在课本里。 雷锋出现在宣传画里。 雷锋出现在T恤上。 Flash《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雷锋出现在现代油画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