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振魁：《雷锋日记》是这样编辑出版的
本报记者 张 颖

毛泽东主席也曾经读过雷锋日记。
据说，他在读了雷锋日记后，曾经说过：雷
锋“是懂点哲学的”。

摘抄雷锋日记的过程，也是让李振魁
深入体悟雷锋精神的过程，感受雷锋“懂
点哲学”的过程。他说：“雷锋日记记录的
内容涉及面很广，对他产生影响的身边
人、身边事、读过的书以及自己的感悟，雷
锋都记录在日记里。朴实生动的文字里，
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性的思考。”

雷锋日记里有大量探讨个体与集体
关系的内容，诸如国家是部大机器，个人
是螺丝钉，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利益，还经
常出现“有限与无限”“车头与车厢”“钻劲
与挤劲”等辩证关系的词语，深入浅出，很

有见地。
1959年的一篇雷锋日记里写道：“我

懂得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来，只有百花齐
放才能春色满园的道理。一花独放不是
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形象地说明先进人
物要带领大家一起进步的道理。

1960年的一篇雷锋日记里写道：“雷
锋同志：愿你作暴雨中的松柏，不愿你作
温室中的弱苗。”这是雷锋的自勉，表明他
要做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决心。

在1960年的这篇日记里，雷锋用“一
滴水”和“大海”比喻个人和集体，说明了
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关系的重要：“一滴
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
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

的时候才有力量。”
李振魁说，在雷锋的日记中，富有文

采和哲理的语句数不胜数，都是他内心世
界的真实表达。雷锋日记是雷锋的生命
和心灵成长史的真实记录，不仅仅属于他
自己，更是公共的精神财富。

退休后，李振魁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
和参与各种学雷锋活动。他曾经用隶书
全文抄录了《雷锋日记诗文选》，整个书法
长卷长 79.78 米、47793 字，耗时 270 多
天，以此来表达他对雷锋的敬意。

“雷锋的伟大源自平凡，他没有惊天
动地的故事，所做的事情也都是身边触手
可及的，他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李振
魁这样说。

一部雷锋的心灵成长史

1963 年 3 月，春寒料峭，沈阳的气温
仍在冰点附近浮动。

由前进报社党政组组长董祖修牵头
的雷锋日记核对工作启动。他从沈阳军
区文工团借来10个人，将雷锋遗留的9本
日记、笔记全部抄录下来，准备仔细核对
后进行选编。

李振魁虽然没有亲自参与第一次的
选编工作，但后来他在保管的档案资料里
看到过详细记载。1972年，他在参与雷锋
日记的第二次选编前，特意拜访了参与第
一次选编工作的老同志。他说，这两次日
记的选编有很多相似之处，工作标准几乎
一样，“无论哪次选编和再版，工作组都必
须遵守真实性这一基本原则。第一版《雷
锋日记》选编时要求得更严。”按照时间顺
序，工作组对雷锋的日记逐日核实、鉴
别。日记中可改可不改的地方一律不改，
只对一些重要的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符
号进行了修正。

回忆曾经参与过两次雷锋日记选编
的经历，李振魁深感自豪，但其中的艰难
也同样令他印象深刻：“最难、最重的工作

是对雷锋日记中的文字进行鉴定。哪些
是雷锋写的，哪些是他做的笔记、摘抄的
名言警句。其中雷锋记录生活、工作、学
习的日记，很容易认定；但部分日记记录
了一些富有深刻寓意的精辟论断、名言警
句等，就必须仔细分析，因为里面有的是
雷锋写的，有些似乎不是。对照雷锋的笔
记本可以看出，雷锋平时看了很多书，做
了不少摘记，有的注明了出处，有的却并
未注明。”

选编工作是严肃的、紧张的，如果是
雷锋原创的文字，要原封不动地记录，如
果是摘录别人的，必须注明出处，不能当
雷锋的话来发表。

比如雷锋写于1960年10月21日的一
篇日记，原文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
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
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
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其中第三句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在
选编时，大家都觉得这句话中的形容词后
面缺少一个补语，因而与其他三句在句式
上不够统一。有人提议加上一个词，将其

改为“像秋风一样横扫落叶”，使其句式更
臻完美统一。最后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决
定还是忠于原作、保留原样，不随意增加
文字。

再比如雷锋日记中记录了《小青年穿
上美丽的军装》这首诗歌，就是雷锋模仿
上海青年工人段英华的诗歌《小青年穿上
美丽的工装》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
雷锋从报刊上抄录下来的一首诗歌，后来
核实是陕西铜川焦坪煤矿职工姚筱舟所
写的。“这些雷锋摘录的文字，选编组的
工作人员都注明了出处，以免引起误
会。”李振魁说。

对雷锋日记中有关事实经过、人
名、职务、单位、地名、时间、数字等，编
辑工作组也都要一一核对，不允许出现半
点差错。

1963年4月，《雷锋日记》由解放军文
艺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该书选取了
121篇雷锋日记，约4.5万字。这也是正式
出版的第一本《雷锋日记》，面世后大受欢
迎，多次再版。此后出版的其他版本《雷
锋日记》大多以此为基础。

从9本日记中选出121篇结集成书

李振魁退伍前在雷锋生前部队工作
了 10 年，保管过雷锋的档案和军区学雷
锋活动的资料，先后参与过1972年版《雷
锋日记选》的选编工作和1982年版《雷锋
日记诗文选》的选编。

顺着倾泻下来的阳光，李振魁的目光
落在家中书架上一排排不同版本的《雷锋
日记》上。“雷锋日记是雷锋留给我们宝贵
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想了解雷锋，必
须要读雷锋的日记，去感悟他字里行间洋
溢着的青春的激情。”

雷锋是从1957年的秋天开始学写日

记的，还专门向人求教过如何写日记。到
他牺牲时，四五年的时间里，雷锋一共写
了9本日记。

雷锋日记记录了雷锋的成长史，在他
生前就得到过广泛关注。1960 年12月1
日，《前进报》发表了15篇雷锋日记，标题
是《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雷锋
同志日记摘抄》。“这是雷锋日记第一次发
表，并作为学习辅导材料在部队中流传。”
李振魁说。

1962 年 8 月，雷锋牺牲后，人们用各
种方式来纪念他，刊发雷锋日记就是其中

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辽宁
日报》《解放军报》《前进报》《中国青年报》
等都摘录发表过雷锋的日记。

1963年3月，总政宣传部初步确定出
版《雷锋日记》一书。当时的设想是：借着
编辑出版的机会把之前刊发时的某些不
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为今后有关雷锋的
宣传提供一个准确的版本和可靠的依
据。在该书的《前言》中，郑重说明这是依
据雷锋日记的原文，对已发表过的雷锋日
记进行了详细校对，并增加了一部分新的
内容选辑成书的。

雷锋日记首次公开发表在《前进报》上

两次参与选编雷锋日记的经历，也是李振魁离雷锋越来越近的过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63年，《雷锋日记》正式出版。60年来，
它被一代代人阅读、传播，其中的经典语句被万
千读者奉为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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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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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
永远做一个螺丝钉。”

“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
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
善于挤和善于钻。”

……
这些话，发在今天的朋友圈里，也一定会获

得高赞。
一位普通士兵所写的日记，为什么能够影

响一个国家的亿万民众60年之久？这些精辟
的见解，真的出自一个小学学历的人之手？《雷
锋日记》有没有经过加工和润色？60年来，每
一代阅读《雷锋日记》的人，或许都会有这样的
疑问。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是在寻找
打开雷锋精神密码的钥匙。

曾经两次参与雷锋日记选编工作的李振
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永远是：“真实，完全
真实！”

学雷锋，要量力而行。每个人的身
份、职业、年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要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学雷锋。雷锋精
神的起点不在八小时之外，而恰恰是从
本职工作开始的。学雷锋，战士应该爱
军习武，工人应该生产出高质量产品，
农民应该种好地产好粮，学生应该好学
上进争上游，机关干部应该为民服务当
公仆，领导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当表率。

LEI FENG DE BAO KU

雷锋日记中曾 6 次提到黄继光，
并说要向他学习。在 1962 年 4 月 15
日的日记中，雷锋写下读《黄继光》一
书的感受：“我要学习黄继光那种坚
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学习他勇敢坚强
的革命意志；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学
习他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学习
他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精神；学习他
勤劳朴实的性格；学习他谦虚好学渴
求进步的精神；学习他为祖国人民英
勇战斗的精神……”

向黄继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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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第一本《雷锋日记》由解
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60年来多
次再版。李振魁曾两次参与雷锋日记的选
编出版工作，深知其中的审慎与不易。

李振魁

学雷锋从做好本职
工作开始
全国学雷锋最美志愿者徐文涛

CHUAN CHENG ZHE SH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