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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是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在
过去的60多年里，雷锋精神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雷锋作为典型人物已经成为大众心中永远的丰碑，成为大众竞

相学习模仿的道德标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形式的
文艺作品起到很好的塑造和熏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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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
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
召后，每年的3月5日被定为学
雷锋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学雷锋精神活动，音乐工作者们
也纷纷响应号召，创作了大量反
映雷锋精神的赞歌，直到现在这
些优美的旋律依然时时在人们
身边唱响。

最先在全国唱响的雷锋题
材歌曲莫过于《学习雷锋好榜
样》。这首由生茂作曲，吴洪源
作词的歌曲于1963年诞生，因
歌词通俗，旋律优美而迅速传
唱，并于1964年获得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优秀
奖。时至今日，“学习雷锋好榜
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
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依然在全国各地学习雷锋活动
中时时唱响，有着穿越时空的经
典魅力。在这一时期，雷锋题材
的流行歌曲还有《做一颗永不生
锈的螺丝钉》《高唱赞歌学雷锋》
《接过雷锋的枪》《毛主席的好战
士》《唱支山歌给党听》《永远的
雷锋叔叔》《我们要做雷锋式的
好少年》《唱雷锋》《想念雷锋》
《雷锋，我们的战友》《雷锋花开
遍地红》等，在社会上也有较高
知名度。

改革开放以来，雷锋精神成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重要精神力量，社会上不仅传
唱既有的雷锋题材歌曲，还诞生
了新的作品。比如《千万个雷锋
在成长》《像雷锋那样去战斗》
等。1996年电影《离开雷锋的
日子》公映后，全国再次掀起学
习雷锋精神的热潮，电影主题曲
《对待》也在全国走红：“你说我
跟不上时代，付出的对待该不
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
暖，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感
觉你不曾离开，春天和对待汇成
永远的大海，年年月月一代又一
代。”雷锋虽然离开大众很多年
了，但是雷锋精神却永远不过
时，将永远传承下去。流行歌曲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虽然不是
一首典型的雷锋题材歌曲，但是
将雷锋精神内化为东北人的性
格特征（雷锋牺牲于辽宁抚顺），
同时歌词通俗易懂，旋律动听，
受到人们喜爱而四处传唱。

雷锋的先进事迹广为人知后，
雷锋题材也迅速成为舞台艺术创
作的重要对象。这些作品经过精
心打磨，在大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从而成为雷锋题材文艺作品的
重要构成。

1963年2月，由贾六、靳洪执
笔，刘玲、江波导演，中国人民解放
军抗敌话剧团创作组集体创作的
八场话剧《雷锋》在沈阳市首演。
该剧因主题思想鲜明、剧本构思巧
妙、生活气息浓厚、表现形式新颖
等赢得了观众的好评。1963年7
月，剧组进京演出，在两个多月的
时间里，演出50多场，观众达7万
多人次。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都曾观看过此剧，并给予
高度评价。

由于当时全国都处于学习雷
锋精神的高潮，因此各地文艺剧团
纷纷排演雷锋题材的话剧作品，比
如上海市青年话剧团排演五幕话
剧《雷锋》，山东省话剧团排演六场
话剧《红色的雷锋》，江苏省话剧团
排演的十场话剧《雷锋》等。此外，
京剧、舞剧、评剧甚至地方小剧种
等多种舞台艺术也纷纷排演雷锋
题材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使得
雷锋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同时还鼓
舞和激励了千千万万干部群众投
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中。

在新的历史时期，雷锋精神依
然对大众产生强烈的熏染作用，各
种舞台艺术继续涉足雷锋题材。
1990年，福建京剧团重新排演京
剧《雷锋之歌》，用歌舞形式串联，
并且穿插耳熟能详的歌曲《爱的奉
献》，前后演出600多场，深受欢
迎。2022年，是雷锋去世60周年，
雷锋题材舞台艺术创作再次焕发
光彩。国家京剧院推出新时代京
剧《雷锋》获得成功。辽宁芭蕾舞
团创排雷锋题材的芭蕾舞蹈组诗
《榜样》，撷取《雷锋日记》片段为创
作素材，以“一线光”“一粒种”“一
滴水”“一块砖”“一颗钉”5个篇章
来刻画雷锋助人为乐、无私奉献、
爱岗敬业的精神，很有感染力。

雷锋精神得到代代传承，因此
颂扬各地雷锋精神的作品也频频
出现，2019年江苏省京剧院排演
的《幸福 158》可谓其中优秀代
表。作品以南京火车站“158”（谐
音“义务帮”）雷锋服务站为故事原
型，用京剧的表演方式，演绎南京
火车站候车大厅里发生的一些平
凡又不平凡的故事，引申出南京火
车站“158”雷锋服务站四代
人薪火相传的雷锋精
神，极具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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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158》以南京火车站“158”雷锋服务站为故事原型，
采用京剧的表演方式，弘扬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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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广泛
群众基础的影视
艺术也在过去的60多
年里创作了不少雷锋题材
的作品，其中不乏精品力作。

由董兆琪执导，董金棠等人
主演的电影《雷锋》于1965年3月5
日正式公映。作品讲述雷锋从一个稚
嫩的少年变成一名平凡而伟大的解放军
战士的成长历程，弘扬雷锋无私奉献的精
神。影片成功地塑造了雷锋这个英雄形象，
同时让观众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和人格魅力。

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电影《雷锋之
歌》。作品通过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生动的小故事，展
现了雷锋的崇高品质和无私奉献精神。尤其是影片在
改革开放初期公映，更是起到激荡人心的社会效果。

如果说《雷锋》《雷锋之歌》更多是塑造“英雄雷锋”的
形象，《少年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等电影则是塑造了

“平民雷锋”的形象，更接地气，更有现实感染力。
1996年上映的《少年雷锋》展现了雷锋童年时期的

苦难经历以及成长过程中的磨砺和挣扎。雷锋不再是一
个“高大全”的形象，不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不再是
那个哪有困难哪就有雷锋的光辉形象，而是像邻家小弟，
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让人们在怜悯同情
之余更好地理解雷锋的成长历程，从而实现了英雄从

“神”到“人”的转变。
《离开雷锋的日子》是关于雷锋的电影，但是主角却不

是雷锋，而是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他多年以来面对内心的
煎熬和外界的误解，坚持助人为乐、宽厚待人。作品没有正
面刻画雷锋的形象，却把雷锋精神自然地引向当代生活，让
它在接受不同价值观念的挑战中撞击出璀璨的光辉。这才
是雷锋精神的可贵之处。片名“离开雷锋的日子”，实际上
也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呼唤雷锋精神的回归，很有时代感。

2010年播出的22集电视剧《雷锋》很好地还原
了雷锋的一生，讲述他从贫苦的农村孩子成长为
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生命历程。作品没有离奇
的故事，也不刻意追求视觉奇观，重在讲述平
凡而真实的故事，被民间誉为“思想最为纯净
的红色经典”。电视剧《雷锋》在成功唤起大
众集体记忆的同时，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人
性美。

此外，故事片《雷锋的微笑》《青春
雷锋》，纪录片《永远的雷锋》《信仰的
力量》等也都各有特点，从不同角
度塑造了雷锋形象，弘扬了雷锋
精神，有较好的社会反响。

（本文作者系苏州大学
传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