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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雷锋的相知与永别
王佩玲

《雷锋全集》

《雷锋全集》汇集了雷锋22年人生历程中所写下的全部文字，

包括日记、诗歌、小说、讲话、书信、散文、赠言等，近20万字。全集收

录的日记有162篇，比原出版的《雷锋日记》多35篇；雷锋的讲话，则

是从当年留下的录音带上记录并加以整理的；而全部书信和赠言，

几乎全是征集自个人。读者通过本书能够全面、真实地了解雷锋人

生，汲取雷锋精神。同时，本书精选的与雷锋有关的一些珍贵图片，

给读者展现了一个鲜活可爱的雷锋，史料真实、内容翔实。许多珍

贵资料来自于中国雷锋研究会、抚顺雷锋纪念馆、湖南雷锋纪念馆、

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有些是首次面世。

本书由长期从事雷锋精神研究的专家邢华琪主持编写，是迄今

最完整的雷锋个人文集。参与本书编著的70多位作者包括长期从事

雷锋资料征集、整理、收藏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和雷锋生前的战友、同学、

同事、领导以及雷锋照片的摄影人等。 （华文出版社2012年出版）

新世纪雷锋丛书

本丛书包括《雷锋的故事》、《雷锋身边的人》、《雷锋传人追踪》、

《雷锋战友乔安山》、《雷锋在人间》共5册。关于雷锋，辽宁有着大量

的素材积累。丛书作者华东方曾是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的新闻干事，

采访报道过大量雷锋班和雷锋战友的先进事迹，几十年来与雷锋的

首长、战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套丛书从另一个层面传播和弘

扬了雷锋精神，即还原雷锋作为一个高尚的普通人的精神实质，并

介绍了雷锋战友乔安山及雷锋传人几十年默默无闻追随雷锋的感

人事迹。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走近雷锋》

你知道雷锋苦难的童年生活吗？你知道雷锋上学工作的经历

吗？你知道雷锋艰难的从军历程吗？你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吗？

你知道雷锋是怎样牺牲的吗？本书作者以当事人和见证者的身份

记录了雷锋从一个孤儿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讲述雷锋许

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雷锋、学习雷锋的经典读物。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雷锋1940—1962》

本书从新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立体、丰满的雷锋形象。

和现在的青年人一样，雷锋其实也是时尚潮流的追求者。他一直都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潮流先锋，他参加少先队、主动回乡当农民、

当政府公务员、学开拖拉机、喜爱拍照片、发表文章、成为钢铁工人、穿

皮夹克戴手表、参加解放军、学习《毛泽东选集》……该书完整公开了

雷锋的300余张照片，其中有许多鲜为世人所见。书中还详细介绍了

雷锋的19张经典“摆拍”照片背后的故事，雷锋的生活、爱情、学习、工

作、做好人好事、去世的细节……

作者师永刚说，选择一个正面得被中国人记忆成某种符号的

人物，是一个冒险。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是基于如下考量：雷锋

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跳不过去的精神回忆，但是对于英

雄人物的过于僵化的宣传导致了一些人对于他的拒绝。作者试

图用自己的方式来为雷锋立传，用新的理念来解读雷锋精神。

（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出版）

1959 年 12 月 8 日，我们接新

兵人员到达了辽宁辽阳。12 月 22

日，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参加

体检的应征青年三五成群，向体

检完的人问东问西。其中一大伙

人围着一个不太高的小伙子，听

他挥舞着小拳头大讲家庭怎样受

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表示参军是

为了保卫祖国，为阶级弟兄报仇

等。当他见我凑拢过去后，便靠

近我，并用手拉着我的衣襟，死命

地纠缠住我，非要我批准他当兵

不可。护士告诉我他叫雷锋。这

是我第一次接触雷锋。

1960 年 1 月 2 日，初检合格的

新兵报到。新兵下了汽车排成两

路纵队，雷锋走在最前头。他上

身穿黑色皮夹克，左肩系着红绸，

胸前挂着一朵很大的大红花，脚

穿一双黑色高靿皮鞋，走起路来

步伐雄健。特别是他头戴一顶黑

皮火车头式的棉帽，额前露出一

绺刘海儿，显得稚气又天真。新

兵集中的第二天就发了新军装，

但其中有一部分人因为身体条件

或者政审缺乏必要的手续，被编

入预备队，作为复查的对象。雷

锋被列入了复查的对象中。在这

些人中，他比任何人都紧张，紧跟

着 兵 役 局 的 余 政 委 一 步 也 不 离

开，致使老领导无可奈何，只好给

他临时选定了一个用场。

当天下午，余政委拉着雷锋

进屋对我说：“戴参谋，我给你送

来一个小便衣通信员，他老是跟

着我不放，非要闹着当兵不可。”

就 这 样 ，老 政 委 把 小 雷 锋 交 给

我。我看了看雷锋，他首先开口：

“戴参谋，已经开晚饭了，走，吃饭

去吧，我给您拿碗。”在往食堂去

的 路 上，他 紧 跟 着 我，不 时 地 用

手拉着我的衣服说：“戴参谋，这

回可以确定我当兵了吧？我行，

我当过通信员，还在家乡的县委

会当过公务员哩……”我侧脸看

了他一眼，他两眼不住地盯着我，

没再继续说什么。

吃过饭后往回走，遇到新兵

营荆营长和教导员李恒基。走在

路上我向他俩简短地说了一下晚

饭前余政委送来雷锋的情况。李

恒基说：“这个娃还怪机灵的哩，

你为啥要当兵啊？”雷锋滔滔不绝

地讲了一番他的家庭如何受尽了

旧社会的苦难，是共产党解放了

他的家乡，他参军就是为了打倒

帝国主义……他巧妙地急转了话

题：“我为了要当兵，什么东西都

不要了。厂里的李书记不愿让我

走，我就找辽阳市兵役局，余政委

的家我都去找过，连老政委的家

属都很同情我当兵的请求，可是

她说了不算。”接着又说，“不然能

让我给你们当便衣通信员吗？现

在我知道了，你们三位就是接新

兵说了算的首长，你们就批准我

当兵吧，行不？”后来荆营长用玩

笑的口吻说了句：“我们都不同意

接你当兵，那怎么办？”雷锋一紧

张，信以为真，紧接着说：“你们不

接我，我自己去，你们带新兵回部

队我就跟到部队去。”

自从余政委把雷锋交给了我

们之后，他始终和我们朝夕相伴，

他的表现常常使我们深受感动。

有关雷锋参军的所有报道，一向都

提到他身材矮小，才1.54米。因受

身体条件影响，他虽然能够参军，

却似乎是很勉强。雷锋差点没能

参军，这是事实，但真正的原因并

不是他的身体条件影响。雷锋在

工作岗位上表现突出，领导对他很

喜欢。正因为这样，不管他要求当

兵的心情多么迫切，他所在厂的书

记根本不想让他走，这才是他参军

受到阻力的基本原因。

按征兵政策规定，有两条是

绝 对 不 得 违 反 的 。 一 个 是 年 龄

限制；一个是政审表，盖章不完全

不能征。当时的雷锋，只能用“急

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经

我 几 次 同 兵 役 局 联 系，他 们 说：

“ 厂 里 不 给 出 具 政 审 表，原 因 是

1958 年雷 锋 进 厂 时 没 有 原 始 档

案 ……”这 是 一 个 至 关 重 要 的

问 题 ，旅 顺 口 海 军 基 地 的 李 大

队长因此坚决不接受他参军。

像雷锋这样当兵心切，表现

好，但应征手续不全的问题，应当

如何解决？我想出了一个办法。

新兵带回部队后，要进行适当时

间的检疫隔离和新兵训练。在此

期间，一旦发现某个新兵因身体

条件或其他政治原因不适合留在

部队，允许按照国防部规定，作新

兵退回处理。这就是说，我们可

以把雷锋带回部队去，万一不行

再说。向老团长、荆营长、李教导

员报告情况后，我向名册上填进

了雷锋。

批准雷锋参军，辽阳市兵役局

没提出任何异议。唯有雷锋工作

单位弓长岭矿后向兵役局反映，认

为在政审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不应

该同意雷锋参军。但毕竟接兵部

队同兵役局领导沟通已经决定，而

雷锋本人参军又非常坚决。诚然，

不论怎么说，当时我们确实是未按

政策规定接了一名特殊的兵。

为 了 弥 补 雷 锋 参 军 政 审 手

续 不 全 和 补 办 几 名 新 兵 团 员 的

组 织 关 系 ，我 曾 到 辽 阳 补 办 手

续。这次在兵役局，他们对我说：

“不是你大胆地确定，雷锋这个兵

就当不成啦！原来弓长岭矿不出

具政审表，并不是因为雷锋没有档

案，是因为他们李书记舍不得放

他走。”我这才恍然大悟。

（选自《走近雷锋》，解放军文

艺出版社出版，有删节。作者是

雷锋生前所在团军务参谋。）

曲 折 从 军 路
戴明章

1958 年 2 月，我从望城县坪塘

供销社下放到团山湖农场劳动。雷

正兴（雷锋的原名）也从望城县委

机 关 下 放 到 这 里 接 受 锻 炼 。 当

时，我 19 岁，雷锋小我两岁，他性

格开朗，喜欢看书和唱歌，大家都

喜欢他。有一天，雷锋捧着一本

书，边走边看，非常入迷。我追

上去问：“ 哎，你看么子书喽，这

么好看呀，借我看看好不？”雷锋

停下来，说：“你想看就拿去吧。”

原来是本《刘胡兰小传》。

打 那以后，我们接触越来越

多，雷锋那个藤条箱里装的全是

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

与舒拉的故事》、《赵一曼》等等。

这些书我几乎全借来看了，每次

还书，他都要问我读后感，有时我

们也为某些观点发生争执，但争

执之后双方都感到特别快乐。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年的 3 月

13 日。这天刚吃完午饭，雷锋把

我拉到一边，神秘地从衣服里面

掏出一本崭新的日记本递给我，

一 句 话 也 没有说就跑开了。我

打开日记本，扉页上有一段这样

的话：“王佩玲，你是党的忠实女

儿，愿你的青春像鲜花一样，在祖

国的土地上发散芬芳！伟大的理

想产生于伟大的毅力！请你记住

这两 句 话，在 平 凡 的 工 作 上，祝

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很

喜 欢 这 个 日 记 本 。 傍 晚 收 工

时 ，我 问 他 为 什 么 要 送 我 日 记

本。他的脸涨红了，然后咧嘴一

笑，说：“日记本用来记日记嘛，我

每天都记日记，这样不好吗？”

在雷锋的带动下，我也开始

记日记了，我们常常交换看日记，

他经常指出我日记中的错别字和

病句。雷锋越来越亲近我，我也

暗暗地喜欢他，我们以姐弟相称，

互相鼓励。由于工作需要，雷锋

学会了开拖拉机，兴奋之余，他写

了一篇《我学会了开拖拉机》的稿

子登在《望城报》上。那天，他拿

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飞似地跑

到我身边，挺神气地说：“王姐，你

看，我的文章上报了呢！”然后冲我

做了一个鬼脸，转身走了。我将文

章看了又看，然后小心剪下来，夹在

日记本里，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瞧瞧。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感

情也一天天加深，生活上，雷锋

像 个“ 大 哥 哥 ”，体 贴 我 ，照 顾

我 。 但 是 好 景 不 长 。 农 场 那 时

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看管得很严，

场里有人说闲话。当时我想，他

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我又没

做 对 不 起 人 的 事 。 雷 锋 比 我 更

单纯，有天，他迷茫地问我：“ 王

姐，我喜欢跟你在一起，关他们

什么事呢？”我说，不理就是嘛。

然而，麻烦很快就来了。雷

锋学会开拖拉机后，需要一个助

手，我向团支部书记毛遂自荐。

团 支 部 书 记 拿 不 准 该 不 该 让 我

去，便向场长请示。场长狠狠地

批 评 团 支 书 没 有 看 出 不 良 苗 头

和没有政治眼光，说：“你得给我

管严点，男男女女关系太密切，

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的！”这事

就这样泡汤了。据悉，场长还特

地找雷锋谈过话。

在农场劳动了 4 个月后，我

被派到湘潭学习，有人提醒我说，

这 可 能 与 雷 锋 和 我 交 往 过 密 有

关。一到湘潭，我就抽空给雷锋

写信，信的内容无非是工作和学

习，也谈一些理想和个人的苦恼，

没有半点过分的话。雷锋给我回

信也是这样。但是不久，我发现

雷锋给我的信被人查看过了，我

很气愤，嘱咐他不要再写信了。

学习完了，我迫不及待地回

到了农场。但是不久，雷锋调到

乡里当通信员去了。1958年11月，

雷锋被调往鞍钢。临行前，他特

意到农场来与我道别，并安慰我

说：“别难过，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的。”那天，他在我住地逗留了一个

上午，临走，送给我一张照片。我

送给他一个日记本，上面有我一段

留言。当时，我不便签上自己的真

实姓名，请雷锋给取个名，雷锋想

了想，说“就叫‘黄丽’吧，王黄谐

音，丽为天生丽质”。

我万没想到，这一天就是我

与 雷 锋 的 永 别 日 。 雷 锋 去 鞍 钢

后，我也离开了农场，辗转安徽、

湖北等 10 多个地方，与雷锋失去

了联系。

（选自《雷锋全集》，华文出版

社出版，有删节。）

1956 年，雷锋被推荐到湖南

省望城县委当公务员，当时我在

县委组织部工作。由于在安庆乡

我们早就认识，所以一见面就感

到 格 外 亲 热 。 从 那 以 后 ，我 们

在 机 关 里 天 天 见 面 ，关 系 更 加

密切了。

他性格活泼，而且有点孩子

气，一天到晚总是蹦蹦跳跳的。

每天他都是忙这忙那的，这里送

茶倒水，那里打扫卫生，还主动

兼 当 通 信 员 和 警 卫 员 。 工 作 起

来总有一股子止不住的热情、使

不完的劲儿。

当 时 有 人 问 他 ：“ 机 关 生 活

这样清苦，过得惯不？有什么困

难？”雷锋说：“ 困难我不怕！我

这个孤儿，旧社会只有黄连水尽

我喝，就是没有尝过甜。如今我

们搭帮党和毛主席翻了身，我进

了机关能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待

我比亲人还亲。”

1956 年 秋 天 ，县 委 召 开 县 、

区、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会后

看电影《白毛女》，我和雷锋挤在

一 条 板 凳 上 。 当 看 到 黄 世 仁 指

使穆仁智逼死杨白劳、抢走喜儿

的 悲 惨 场 面 时 ，雷 锋 突 然 站 起

来，眼里噙着泪花，腿杆挺得直

直的，像要冲上去似的。

“ 坐 下，坐 下！”我 见 他 这 么

激动，一把按住他。雷锋坐了下

来，但眼里仍闪着仇恨的怒火。

看完电影，我们一同走回机

关。我有意问他：“刚才你是不是

要冲上去抓住黄世仁开斗争会？”

雷锋不好意思地笑了。“这部电影

拍得真好，演得逼真，把旧社会和

地主恶霸的狰狞面目刻画得淋漓

尽致。”“所以，勾起了你对过去的

回忆，是不是？”“ 我太恨黄世仁

了！”雷锋说，“我的一家和白毛女

一家一样，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

压剥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小雷，你过去受的苦，是整

个民族、整个阶级的苦。在旧社

会受苦受难的同胞，决不只白毛

女和你一家。”我一边走，一边鼓

励他说：“你还年轻，好好干。革

命 需 要 你 做 的 工 作 还 很 多 很

多。”“我懂得了。”雷锋频频点头

说，“我一定好好干！”

1958 年 ，“ 浮 夸 风 ”蔓 延 各

地。快秋收时，一位负责同志给

我打来三次电话，要我预报试验

田的亩产量，我说还未收获，也就

没有上报产量。有一天，电话铃又

响了，这是第四次来催问：“试验田

预报亩产量两万斤，行不行？”

我知道我们书记的性格，是

不 容 许 讲 假 话 的 。 他 那 时 在 地

委开会，事实上试验田也没有收

割 ，怎 么 可 以 瞎 吹 呢 ？ 我 忙 回

答：“不行！”

“ 你们看了报纸没有？不要

保守！人家福建‘早稻王’亩产 13

万斤。”电话里传来声音，“如果县

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量低了，能

鼓动群众吗？能交得了差吗？”

这时，我也火了：“你们预报

你们负责，你们不能瞎报！”雷锋

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听得一清

二楚。吃完晚饭，我 往 门 外 走 ，

雷锋问：“老黎，到哪里去？”“找

吴 社 长 。”雷 锋 明 白 了 我 的 意

思，赶紧收拾碗筷，说：“ 我们一

起 去 。”我 们 摸 黑 来 到 吴 社 长

家 ，把 来 电 话 的 事 说 了 一 遍 。

我 本 来 就 是“ 作 田 汉 子 ”出 身 ，

一 亩 田 究 竟 能 产 多 少 粮 食 ，是

不 用 请 教 别 人 的 。 说 实 话，我

是 想 试 探 吴 社 长 的 态 度 。 吴 社

长一听，有些气愤地说：“亩产哪

能 这 么 高 ，吹 牛 皮 也 不 怕 吹 破

皮！”我又说：“老吴，如果电话打

到你这里来了，怎么办？”吴社长

毫 不 犹 豫 地 说：“我也顶回去！”

“我看可以这样回答。”这时，坐在

一旁的雷锋插话了，“不收不报，

收了再报，收多少报多少，总要实

事求是！”“这样回答好！”我和吴

社长惊喜地望着小雷，没想到他

涉世不深，还真有头脑。我们深

深 感 到 ：这 位 充 满 稚 气 的 小 青

年，渐渐地成长起来了。

（选自《走近雷锋》，解放军文

艺出版社出版，有删节。作者曾

任 湖 南 省 望 城 县 委 组 织 部 干

事，与雷锋交往密切。）

南来的燕子啊！

新来的候鸟，

从北方飞到了南方。

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

闪着惊异的眼光。

我听清了呢喃的燕语，

像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

今年改变了模样？”

南来的燕子啊！

让我告诉你吧，

团山湖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是由于党的巨大的力量，

才围垦成一个新的农场。

是他们——农场的工人们，

用勤劳的双手，

给团山湖换上了新装。

南来的燕子啊！

也许母燕曾向你说过旧时的形象。

往日的团山湖——

湖草丛生，满目荒凉，

洪水一到，一片汪洋。

十年前有人三次收款，三饱私囊，

围垦团山湖只是一个梦想。

如今的团山湖啊——

良田万顷，满垄金黄，

微风吹过一片稻香。

新修的长堤像铁壁铜墙，

洪水已再不能称凶逞狂。

红旗插在社会主义的农场，

到处是谷满仓、鱼满舱，

祖国又添了一个“鱼米之乡”。

南来的燕子啊！

你可不用惊呆。

不是晴天里响起了春雷，

而是拖拉机在隆隆地开；

不是沟渠里的水能倒流，

而是抽水机在把积水排。

为什么草坪上格外喧腾？

那是饲养员在牧马放牛！

南来的燕子啊！

你是这样轻快地飞翔，

许是欣赏这美丽的景象：

蜿蜒的八曲河像一条白银管，

灌溉这片肥沃的土地，

团山湖与乌山对峙，

是天生成的一幅屏障。

这景象是诗情也是画意，

活跃在这诗画般怀抱里的工人，

更是些生龙活虎般的健将。

有的是双手拿惯了锄头，

有的是才放下笔杆才放下枪。

他们豪迈地这样说：

这是一所新的国营农场，

也是一所露天工厂，

还是一个培养红透专深人才的学堂。

……

南来的燕子啊！

你不用再寻旧时代的屋梁，

无论你飞到哪里，

再也找不着你从前住过的地方。

去年这里是荒凉的地方，

今年变成了高大的厂房，

欢迎你到新的农场宿舍来拜访。

但得请你告诉我，

你可知道你所飞过的地方，

新建了多少这样的农场？

——1958年于团山湖农场

（选自《雷锋全集》，华文出版

社出版）

南来的燕子啊
雷 锋

他涉世不深，还真有头脑
黎国平

这是 1960 年雷锋抽调到部队业余演出队期间，在照相馆拍摄的照

片，“青春之歌”四个字是照相馆应雷锋要求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