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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编辑部

1963 年 2 月 22 日，中国青年社（现称中国青年

杂志社）的机要通讯员刘全聚骑着摩托车，从中南

海西门取回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从此，7 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便推动了浩浩荡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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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载春秋，“雷锋精神”历久弥坚，跨越历史长

河，成为一面永不褪色、光芒永存的精神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学习弘扬雷锋精神作出

重要指示，言之谆谆，期望殷殷。

2022 年 2 月 23 日，在“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

去——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

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开

展学雷锋活动作出的重要指示。

为什么毛主席会应《中国青年》编辑部的请求，

为一位 22 岁的年轻战士题词？

为何习近平总书记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

精神永不过时？

作为毛主席题词首发期刊《中国青年》的编辑记

者，怀着还原真实历史的责任感，2023 年 2 月 19 日，

我们走进当年向毛泽东同志请求题词的倡议者和亲

历者——王江云、赵青夫妇家中看望、采访。

王江云于 1954 年进入中国青年社工作，1982 年

调 入 原 国 家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总 局 ，至 退 休 。赵 青 于

1958 年入中国青年社，1992 年退休。“将最好的青春

献给了杂志社”是两位老人最真实的人生写照。

“接到你们要来看望的电话后，当年取回毛主席

题词的盛况；创刊 40 周年时，我和周总理跳的第一

支舞、邓颖超大姐拉着我的手合影⋯⋯60 年前的片

段仿若活了过来，在夜晚不断地在我脑中闪现，我激

动得一夜都没有睡着，血压都飙升到一百七八了。今

天就让我老伴儿王江云主讲吧，他是当时请毛主席

题词的倡议者，当年的细节，他最清楚了。”88 岁的

赵青老人紧紧握着《中国青年》记者的手说。

今年已 94 岁高龄的王江云老人，起身郑重地从

桌边柜上取出助听器，塞进两耳，并反复调整、检查，

方才安心坐定。

“开始吧，我年纪大了，耳朵和眼睛都不好了，讲

得慢些。”

60 年过去，随着老人的讲述，一幅真切的历史

画卷徐徐展开。

一个大胆的请求

1962 年 8 月 15 日，22 岁的雷锋在辽宁抚顺因公

殉职，结束了他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

他的事迹经由军营，在辽宁省内传扬开来。1963
年 2 月初，首都各大报刊刊登了雷锋的日记摘抄，那

些朴素简短的语言，无处不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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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国青年》 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也大都

是青年，大家同样被雷锋的精神所感染，并认为雷

锋这样突出的一个人物，即使其他报纸已经宣传过

了，我们仍然有必要将他更全面、更完整地介绍给

读者，让他的精神在更大范围内给人们以教育和启

迪。”王江云老人回忆道。

由此，《中国青年》 编辑部决议以出版一期专

辑的形式缅怀、宣传雷锋同志。

当时国家还没有完全渡过困难时期，纸张非常

紧张，此前的 《中国青年》 不得不由每期 32 页缩

减为 24 页。而 24 页篇幅做一本“学习雷锋同志专

辑”，显得分量太“轻”，《中国青年》 编委会于是

决定将 1963 年第 5 期、第 6 期两期合刊，出一本 48
页的专辑。并从各编辑组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学

习雷锋同志专辑”编辑组，时任思想教育组组长黎

勤、副组长王江云等被抽调进来。

篇幅页码定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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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大家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在会上我

们最终商定出几个方向：一是派出一队人马前往雷

锋生前所在部队了解其生平事迹，并摘抄补录一些

未经宣传报道、不被人所熟知的雷锋日记的内容。

二是撰写长篇通讯，讲述雷锋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正在这时，我突然想到：正是毛主席的题词‘生的

伟大，死的光荣’使刘胡兰的事迹广为人知并激励

了亿万青年，现在出了雷锋这样一个新时期的先进

典型，如果毛主席能题词，那将会有多么巨大的号

召力啊！”策划、讨论专辑的过程在王江云老人的

讲 述 中 徐 徐 展 开 ，“ 大 家 一 听 都 很 兴 奋 地 表 示 赞

同，但一想到毛主席工作那么忙，大家又有些犹豫

了。这时有位同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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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敢闯敢干的年轻编辑，怀着希望

和忐忑的心情，向毛主席发出了请他题词的信函。

信件由黎勤起草，大约三四百字，内容主要是

说雷锋同志的事迹非常感人，是一个伟大出于平凡

的好榜样，值得当代青年学习，《中国青年》 准备

出版“学习雷锋同志专辑”，向青年们推荐这个典

型，因此贸然给主席写信，请予以题词。

起草好的稿件，再交由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的编

辑丁有和誊写。丁有和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接受这个任务，我感到光荣，很用心地给抄了出

来，是用中国老式的竖行信纸写的，总共也不过两

页。”其后，信封上写上“中南海，呈毛主席”几

个字，便寄了出去。

信件约于 1963 年 2 月 16 或 17 日发出，由 《中

国青年》 编辑部思想修养组的朱伯颖负责联系对

接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之后，同志们开始了忐忑

的等待。

一幅苍劲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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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只见他已穿好睡袍，身上仍盖着毛巾

被，半躺半坐地斜倚在床背上看当日的报纸。见我

走进屋来，他把报纸随手放在左边床上堆得有两尺

多高的书堆上。我把文件资料放在他床头的长桌

上。床的左方紧挨着长桌有一张方形的藤桌，桌上

也堆满了文件和资料。我在藤桌西边一张椅子上坐

下来，面对着毛主席，向他汇报了需要批阅的文

件、重大的国际新闻，也提到了 《中国青年》 杂志

请他题词的信。随后，我便离开他的寝室。”林克

回忆道。

信 寄 出 两 天 后 ， 朱 伯 颖 向 毛 主 席 办 公 室 去

电 询 问 ，“ 是 否 收 到 信 件 ？ 主 席 是 否 看 了 ？ 准 不

准备题词？”

电话是林克接的。当时他明确主席已看过信

件，但未作什么表示，便如实转告：“信收到了，

主席也看了，但并未表态。”

“未表态”便意味着“未拒绝”，编辑部全员忐

忑的同时又平添了一分幸福的希望。

朱伯颖随即说道：“杂志将在 3 月 1 日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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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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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从容地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

看行吗？’我爽朗地回答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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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不是学他哪

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

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

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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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

要搞形式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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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要通讯员刘全聚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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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团中央和 《中国青年》 编辑部在正义路

的一个办公楼内办公，编辑部的办公区处在五楼的

中间位置。主席题词的消息传到了团中央，刘全聚

拿着题词回来的时候，整个楼梯上、走廊内到处站

满了人，甚至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都跑了过来。大

家欢呼雀跃、沸腾久久不息。”

忆 及 当 时 ， 今 年 已 94 岁 高 龄 的 王 江 云 老 人 ，

脸上浮现出兴奋又满足的神情，眼神仿若早已穿过

云烟，隔着时光又重历了当日盛况。

2023 年 2 月 20 日下午，当 《中国青年》 记者

探望正在住院的刘全聚老人时，虽然他因病已经讲

不出话，意识有些模糊，但当记者跟他说道他当年

骑着摩托车从中南海西门取回毛主席的题词时，看

到他的眼睛湿润了。

毛泽东应 《中国青年》 编辑部请求为雷锋题词

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新闻界，各报社纷纷要求刊登这

一题词手迹。

《解放军报》 得知毛主席给雷锋题词以后，“直

接派出两位大校前往印刷厂，想要取得毛主席手

迹。当时我正好在印刷厂盯着下印，刚好和他们有

一个面对面的周旋。我思索之后认为手迹不能贸然

提供给对方，一是这是毛主席受我们之邀特意题

写，理应由我们首发；二是因其为报纸，出版周期比

杂志要短，一旦提供给他们，我们便处于被动了。”王

江云老人回忆道。

一本火爆的专辑

在《中国青年》编辑部去信请求毛主席题词的同

时，编辑部同时兵分两路，一队向时任总理周恩来和

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发去了请求题词或约写文章的

信，一队前往辽宁省实地采访。

“周恩来对《中国青年》 几乎一贯是有求必应

的。”王江云说。

周总理接到信后，很快就为 《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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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周总理又接到了 《解放军报》 请求为雷

锋同志题词的信，此时他已得知毛主席为 《中国青

年》 题词的事，便打来电话询问主席题词的具体内

容，《中国青年》 编辑部向他作了详细汇报。

于 是 ， 周 总 理 又 一 次 题 词 ：“ 向 雷 锋 同 志 学

习 ， 爱 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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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中国青年》 编辑部的同志拜访邓颖超

大姐时，邓大姐谈到总理为雷锋第二次题词的情景

时说：“已经是深夜了，他又一次翻看了雷锋日记

摘 抄 ， 然 后 在 房 间 里 来 回 踱 步 ， 沉 思 了 近 1 个 小

时，才坐下来题词。”显然，周总理是根据毛主席

的题词，经过深思熟虑，对应该向雷锋学习什么作

了高度概括。

与此同时，王江云所在 小 队 于 1963 年 2 月 12
日抵达沈阳，通过多方了解，得知雷锋生前所在

团 的 俱 乐 部 主 任 陈 广 生 对 雷 锋 的 事 迹 了 解 最 多 。

其时他正在大连宣讲雷锋事迹，王江云及同事立

即 奔 赴 大 连 ， 当 天 下 午 听 了 陈 广 生 所 作 报告后，

晚上与陈广生商议如何改写长篇通讯，“一直聊到

夜里 12 点多”。

第二天，编辑小队参观了正在大连巡回展览

的雷锋事迹，并一本一本地仔细看了雷锋日记的

原作——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青春呵，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

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
永远谦虚的人！”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
雷锋同志：愿你作暴风雨中的松柏，不愿你作

温室中的弱苗。”（自题）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大公无私的，

所作所为，都是对人民有益的，他的责任是没有边
的⋯⋯。”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我认为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正像细胞和人的整

个身体的关系一样。当人的身体受到损害的时候，
身上的细胞就不可避免也要受到损害。同样的，我
们每个人的幸福也依赖于祖国的繁荣，如果损害了
祖国的利益，我们每个人就得不到幸福！”

⋯⋯
在雷锋日记的原作中，编辑们还发现了雷锋记

录自己阅读 《中国青年》 杂志的感受：

“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今天我一口气看完了《中国青年》杂志上徐老

（特立） 写给晚辈的几封家信。越看越感到浑身是
劲，越看越觉得亲切，越看越想看。特别是徐老说
的：‘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什么都知，什么都能，什
么都学，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交，什么生活都过得
下去。’这些话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启发和教育
的，也是我应当知道的，必须要做的。我要永远牢
记徐老这些有益的话，并且要贯串于一切言论和行
动之中，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
党员，为人类作出贡献。”

“ 我 们 对 照 报 纸 已 发 表 的 日 记 摘 抄 ， 作 了 补

充，增加了一些新的段落，使之更加充实。”王江

云老人回忆道。

经 过 几 天 忙 碌 紧 张 的 工 作 ， 王 江 云 等 人 于

1963 年 2 月 18 日、19 日返回北京。

在专辑的紧张筹备阶段，谢老 （觉哉） 生病正

在住院休养，《中国青年》编辑部同志前往医院探望。

谢老对《中国青年》的出版工作一直十分关心，编辑

同志便向他汇报了准备出版“学习雷锋同志专辑”一

事，并于当日下午送去一份雷锋日记摘抄。谢老当即

问了“专辑”出版的时间，在病榻上阅读了雷锋日记

后，赶在 1963 年 2 月 25 日之前写就了一篇散文《读

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和一首《学雷锋》诗。

“那时，我们和谢老很熟，经常去他家看他。”王

江云告诉《中国青年》记者。

与此同时，专辑还刊登了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

所作的《歌咏雷锋同志》，郭沫若所写就的长诗《一把

劈断昆仑的宝剑》，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

处书记罗瑞卿撰写的特稿《学习雷锋——写给<中

国青年>》，共青团中央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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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社论

《用雷锋的学习态度学习雷锋》，陈广生、崔家骏撰写

的长篇报告文学《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雷锋日

记摘抄，雷锋的遗诗《南来的燕子啊！》，歌唱雷锋等

歌曲和北京大学学生等撰写的学习雷锋的诗歌等。

1963 年 3 月 2 日，刊登有毛泽东等领导人题词、

重要文章和雷锋日记的《中国青年》第五、六期合刊

“学习雷锋同志专辑”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杂志社原美术编辑方浩然告诉《中国

青年》记者：“当时的《中国青年》除了北京印点外，还

在上海、沈阳、西安、长沙、重庆设了 5 个分印点，出

版的这本‘学习雷锋同志专辑’，由 5 个分印点印刷。

此外，仍有各地人民出版社、共青团组织翻版印刷，

有些地方还多次印刷。譬如，内蒙古自治区除团区委

翻印外，仅包头市一地就曾两次翻印。”

几经重印，当期累计印数高达 800 多万册，仍不

能满足读者需要，真可谓“洛阳纸贵”。

《解放军报》 后又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等发出信件，请求题词。几位领导人先后于 3 月初

题了词。

团中央觉得毛泽东同志给 《中国青年》 专辑题

词的事甚大，于是上报了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

为此专门开会研究，为了使毛主席的题词和其他几

位中央领导的题词集中发表，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中 央 决 定 于 1963 年 3 月 4 日 由 新 华 社 向 全 国 发 通

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

《中国青年报》等首都各大报纸 3 月 5 日集中刊发。

《人民日报》使用新华社通稿的标题是：《〈中国青年〉

出版学习雷锋专辑 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周

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题词和诗文同时发表》

由此，1963 年 3 月 5 日便成了毛泽东同志“向雷

锋同志学习”题词纪念日，成为学雷锋日。1993 年 12
月，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正式开展，从 2000 年开始，

每年的 3 月 5 日还成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一个伟大的时代

专辑的出版在当时的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中国

青年们奔走相告、互相传阅⋯⋯

不久，《中国青年》编辑部收到一封特别的读者

来信——

信中，这位青年炊事员称自己四处奔走，仍未能

买到一本《中国青年》，于是他只好借阅一本，一个字

一个字誊抄下来。足足把一本 16 开 48 页几万字的

《中国青年》手抄了一遍。编辑部立即为其寄去了几

本杂志，并请求他将手抄版寄来编辑部留存。

1963 年 10 月，《中国青年》杂志举办创刊 40 周

年展览，这本手抄本在展览上展出。

《中国青年》邀请周恩来总理来看看这个展览。

一日下班后，周恩来总理真的来到了杂志社。他参观

展览时，看到这本手抄本，详细询问了它的来历，并

指示有关部门要增加给《中国青年》的纸张供应，以

扩大发行。

晚上回到家后，周总理对邓颖超说：“《中国青

年》杂志办的展览很不错，可以去看看。”

翌日，邓颖超大姐也来到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她

不仅观看了展览，还挨个办公室慰问大家，并在台阶

上与大家亲切合影。

就这样，由部队培养发掘，经党和国家领导人倡

导支持，由共青团中央等广泛发动，《中国青年》杂志

大力宣传，以及各大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报道，向雷锋

同志学习的群众性运动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起

来，雷锋精神从此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飞速发展，无数的人与

事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化作沧海一粟。但雷锋作为中

国青年的时代楷模却始终屹立不倒，雷锋精神亦早

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采访快结束时，王江云老人已然疲累，他伸出瘦

弱的手指紧紧地抓着沙发旁的藤椅扶手，勉力维持

端坐，但话语并未停止。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王江云老人徐徐说道：“雷

锋确实是个好人，也真实地做了很多好事，他称得上

是所有年轻人的榜样。时代虽然不同了，但雷锋精神

还是应该继续发扬、继续学习。不是仅要你们学习他

做好事，而是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生动体现，并伴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雷锋传人

正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

锋、郭明义、罗阳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

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我们民族精神

的写照。”

志愿精神与雷锋精神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

在给“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回信中，勉励青年志愿者：

“希望你们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

2018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省抚顺

市向雷锋墓敬献花篮并参观雷锋纪念馆时强调：“我

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

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

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

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在今年学雷锋纪念日、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即将到来之际，为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

锋同志题词 60 周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中国青年》编辑部特邀请获得“当代雷

锋”荣誉称号的郭明义、庄仕华、孙茂芳为全国广大

青少年题写了寄语，勉励他们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

代的雷锋故事。

雷锋精神永恒，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接

力传承，因为一批批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的新时代青年。

2023 年 3 月 2 日，《中国青年》杂志在京举办“永

远的雷锋——《中国青年》纪念毛泽东同志题词‘向

雷锋同志学习’发表 60 周年”网络直播活动，“当代

雷锋”庄仕华、最美奋斗者李素丽等模范人物来到活

动现场，著名专家韩毓海、廉思、胡献忠等在节目中

解码雷锋精神，一批优秀青年典型如雷锋班、徐本

禹、王亮、方文墨等纷纷表达将雷锋精神传承下去的

信心和决心。

在节目中，全国道德模范、一等功臣、陆军步兵

学院学员王亮表达了这样的心声：每个青年都要自

觉地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

系在一起，学习雷锋精神，自觉服务祖国，无私奉

献、艰苦奋斗，在火热的生活中创造出无悔的青

春、永恒的青春。

罗阳青年突击队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第 17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全国青联副主

席方文墨表示，要用技能成就梦想，用技能改变人

生，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

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2022 级药剂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四川大学第 23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熊坤发

出肺腑心声：“爱与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浩汤的、庞大的叙

事落诸纸端，所谓留痕，不过是为了——一点精神

的传递、灯塔般的指引，对伟大的弘扬最终轻轻落

下，内化为一代代涓涓细流般的赓续与传承。

雷锋精神永恒！

毛泽东为何为一位22岁的战士题词

《中国青年》编辑部原编辑赵青 《中国青年》编辑部原机要通讯员刘全聚

1963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同志应《中国青年》编辑部请求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 年《中国青年》第五、六期合刊“学习雷锋同志专辑”封面。

《中国青年》编辑部原思想教育组副组长王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