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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雷锋精神在本质上是时代精神,其价值诉求和实现方式是多元并进的,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在容

小我于大我的人生价值追求中彰显共同的价值理想;在现实工作中实现个人理想与党的理想的统一;在服务人

民中实现真爱人民奉献社会的人生终极价值;在爱岗敬业、勤俭节约、谦恭慎言的日常生活中传递民族美德。它

们的有机结合集中展示了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升华与内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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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共同的价值追求凝聚成员的向心力和创造

力,使共同的价值理想成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根基、坚强战斗力的源泉

与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历来是组织建设的重要目

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中,党领导人民在长

期的奋斗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具有时代精神、民族风

格的共同价值观与先进精神,并通过共同价值理想

与现实实践的有机统一,在义与利、情与理、言与行

等多层面多向度实现深度融合,使政党目标、国家诉

求、民族利益与人民福祉高度契合,从而在全民族共

同的价值诉求、理想信念、实践应对、政策建构等方

面达成一致,形成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社会发展与

个人进步、民族振兴与个人理想的高度统一,雷锋精

神即是这众多的精神形式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对

雷锋精神的价值诉求和实现方式的探究,以利于在

新时代推进雷锋精神的升华和内化,提高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一、在容小我于大我的人生价值追
求中彰显共同的价值理想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存在着凝结、提
炼共同价值理想的精神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

诸子百家,各自从自己的学术立场探讨共同的时代

精神与共同价值,如形成于《易传》而成为整个民族

精神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顺,君子以厚

德载物”,既有时代性格特征,又有民族风格的超拔。

秦汉以后,伴随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的

时代诉求,从各个方面形成了“天工,人其代之”的上

进精神,同宗共祖、天下一统、文化包容通达的统一

精神,入世与超越结合的人文风骨。正是历代发展

中形成的这一精神传统,致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
“抗洪精神”“雷锋精神”等多种多样的既具有时代风

格,又具有民族气质的共同价值理想得以凝结和提

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延续性、民族团结统

一性的永恒动力。
雷锋精神虽然是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以雷锋

的崇高品质为基本内涵的精神[1],但这种精神在本

质上是当时的时代精神。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初,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精神,如百废待新时代

需要人们奉献、新旧社会交替时代需要人们立场分

明、救人于水火的新社会需要人们有大爱……正是

这些时代的需求使雷锋的作为成了时代的呼声,引
起了时代的共鸣。因此,一种导源于雷锋言行和事

迹所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和崇高品质,内
在地超越了雷锋个人的人生经历、军人身份、所处时

代特征而具有了时代精神所凝结的共同价值理想。
因此,雷锋精神具有时代性,其具体内涵需要置于特

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视野中去解读;雷锋精神更具

有超越性,其本质能有效穿越时间隧道而永续、超越

个体生命而遍在。这也就是雷锋精神后来得以“节
庆化”而在国家、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成为精神常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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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雷锋精神的价值诉求在于,倡导并实践

容小我于大我的人生境界,即个人如何在自己平凡

的工作生活中彰显不平凡的共同价值理想。雷锋用

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诠释了人为什么活着、为谁而

活、怎么活着的人生答卷,凝炼并践行了组织、政党、
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以及集体利益先于个人的公共

精神。
当然,作为一名受惠于时代、受惠于中国共产党

的普通战士,雷锋精神永恒价值的铸造,具有以马克

思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基础;同样,作为一名普通的中

国人,雷锋精神具有丰厚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根基;
作为一个以中国新社会建设的实践者,雷锋精神又

具有以“我把党来比母亲”为真情基础的真爱党、真
爱国家、真爱民族、真爱人民的实践形式。因此,雷
锋精神的价值诉求汇集了崇高理想、人生信念、人间

真情、民族美德、社会目标……的全域,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具有本质上的契合性。

  二、在伟大而平凡的现实工作中实
现个人理想与党的理想的统一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

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崇高理想,亦是无数中国人心目

中最崇高的理想。而社会的理想最终要打落在人的

自身价值的实现与现实利益的满足上。如何实现二

者的统一,既实现人的终极价值又体现组织的终极

关怀,一个伟大的名字———“共产党员”即成了一种

现实境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情感上,共产

党员有解放全人类的大爱;在利益上,有为人民谋利

而不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大公;在智慧上,有用全人

类所有先进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头脑的大智;在道义

上,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义;在信仰上,有始

终不渝地诉求先进性的大勇……。中国共产党人对

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坚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

秀精神的秉承,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爱护全人

类的一切就是爱护自己的一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都会为其他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等美好蓝图的

不懈追求和逐步实现,为实现个人理想与党的理想

的统一开辟了一条可行的现实路径。雷锋即是这个

组织中的一员。
正确的个人理想与组织理想的统一,是一种理

想达致的现实方式。在这种统一中,一个人对个人

理想的坚守,会找到个人发展的精神支点和动力之

源。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自身理想信念的政党组

织,吸纳了无数先进分子对党和国家共同理想的坚

守,从而汇聚成了民族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雷锋

的信条就是把自己完全地溶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

业中,从而以实现党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以发展党

的事业为发展自己的事业,个人理想与党的理想统

一于伟大而平凡的现实工作中。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雷锋精神的强大震撼

力正是源于他的崇高理想与党的理想的高度统一。
亲历新旧社会天壤之别和身处理想荡漾岁月的雷

锋,心中时刻藏着党、藏着国家、藏着共产主义事业,
而这也同时是那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与民族情怀。对

此,时任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将雷锋精神概括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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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

坚定的阶级立场、无畏的革命精神、高尚的共产主义

风格和高昂的无产阶级斗志共同铸就了其以党和国

家事业为重的崇高理想,体现了其大道无垠的高尚

精神境界。雷锋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做

自己思想行动的指导”,永远“听党的话,……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做一个毫无利己之心

的人”[2]5;雷锋始终将共产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的

实现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当祖国和人民处在最

危急的关头,我就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生为人民

生,死为人民死。……人生总有一死,有的轻如鸿

毛,有的重如泰山”[2]54-55,“我活着是为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而

斗争”[3]80;雷锋不断坚定自己爱憎分明的阶级立

场,“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

一样火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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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雷锋用他的言

行激励我们,如果你有崇高的理想,那么“全世界的

黑暗挡不住一根蜡烛的光明”[4]。
理想的统一来源于立场的坚定与阵线的分明,

来源于远大理想的博大与现实实践的坚韧。这就使

得雷锋精神把崇高理想体现于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的鲜明政治立场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最崇高社

会理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中而具有了

明确的导向性、一贯性、现实性。因此,远大理想的

博爱,并不否认现实社会的立场与阵线。这就是马

克思主义强调的共产主义发展的阶段性。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

定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
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阶级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

021



第4期 吴春梅 等:论雷锋精神的价值诉求与实现方式  

渡。因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历史

性的产物,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复存在。但是,另一

方面,共产主义的实现来源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
因而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不能否定

现实共产主义实践中的爱党、爱国在特定历史时期

的合理性。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都雄辩

地证明,在共产主义社会来临之前,爱党、爱国始终

是与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必然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爱国是争取民族解放和无

产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

族受到了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

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

反对外来的敌人”[5]。“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

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6]。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忠于革命,忠于党”是对无产阶

级伟大事业的热爱,是一种阶级情感,“为了要达到

自己的最终胜利”,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

命”[7]。这种革命精神和热情不仅是战争年代的产

物,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以党和国

家事业为重的崇高理想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

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同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均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均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在这一点上,雷锋不仅胸

怀远大理想,而且踏实地履行现实的工作责任;不仅

在政治信念上坚定,而且在现实工作中努力;不仅有

爱党、爱人民、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而且把这种情

感体现于为党、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的现实服务

中。因此,雷锋精神中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的崇高

理想,仍然是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
雷锋精神的崇高理想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中华民族向来注重以“国”为重。从春秋战

国时期的“上思利民,忠也”“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
以情”“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将死不忘卫社

稷,忠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到近现代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不体现了中

国仁人志士公而忘私、忧国忧民的高尚美德。雷锋

精神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赋予

了其新的内涵,如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人民的困

难,就是我的困难,帮助人民克服困难贡献自己的一

点力量,是我应尽的责任。我是主人,是广大劳苦大

众当中的一员,我能帮助人民克服一点困难,是最幸

福的”[2]51。
雷锋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着自己的崇高理想,

雷锋精神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发展的价

值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大力弘扬以

党和国家事业为重的崇高理想,更要知行统一。

  三、在服务人民中实现真爱人民奉
献社会的人生终极价值

  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人生的目标有不同的

价值界定。共产主义者强调其所要实现的人生价

值,特别是人生的终极价值在于奉献,而奉献的源泉

来自创造工作。对此,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

中曾明确地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目标: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

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

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

重。……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

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8];“共产党

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

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

务”[9]。其与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
只有团结互助”的蓝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雷锋精

神从根本上说正体现了这种在服务人民中实现真爱

人民奉献社会的人生终极价值观。
雷锋的一生,蕴含了真爱人民、服务人民、奉献

社会的人生目标和大爱无疆的人生价值,展示了无

私奉献、助人为乐、热情似火、热爱劳动、钉子精神等

高尚品德。雷锋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正如他在日记

中所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去”;“我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

好”[2]59;“我爱全国人民,爱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

们都是我的亲人,我要为他们的自由、解放、幸福而

贡献 自 己 的 毕 生 的 全 副 精 力,直 至 最 宝 贵 的 生

命”[3]45。可见,“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10];雷锋将个人

的人生价值置身于人民利益实现的长河之中,升华

了个人的人生境界;雷锋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

比热爱,是至善至美的大爱,而不是抽象的偏爱。
雷锋真爱人民、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人生目标

的确立根源于其社会主义事业主人翁地位的确立以

及由此产生的心灵深情的升华。雷锋出生于旧社

会,饱受饥寒剥削压迫;成长于新中国,沐浴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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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阳光雨露,并逐步从旧社会弃儿成长为新社会

的主人。正如雷锋所说的,“伟大的党啊! ……有了

您,才有了我的新生命。我在九死一生的火坑中挣

扎和盼望光明的时刻,您把我拯救出来……。在您

的不断培养和教育下,我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一个

有一定知识和觉悟的共产党员”[2]16-17。“我们是国

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2]35。获得新生的

雷锋懂得饮水思源,将感恩之情升华为对人民的爱,
践行于为人民服务的行为中。

真爱人民、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作为雷锋精神的

重要内涵,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诉求,特别是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诉求。马克思主义在继承西方近

代功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重大突破,确立了

无产阶级为全人类谋福利的道德理念,在政治哲学

意义上实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实
现了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的有机结合。毛泽东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产物,在继承无产阶级的道德理念的基

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特征嵌入其中,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中国共

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服

务人民,必须真爱人民;只有真爱人民,才能在为人

民服务时“全心全意”。正是对为人民服务主体的道

德要求,才使得雷锋精神能够永葆青春,历时愈弥久

愈具有活力。改革开放以来,雷锋精神得到较好的

传承,真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奉献社会已不再仅是

雷锋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每位共产党员乃至每

个中华儿女所要为之努力的方向。在思想上,“想人

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帮群众之

所需,解群众之所难”“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
为民所谋”等理念充分体现了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在实践上,以郑培民、牛玉儒、王顺友为代表的一代

又一代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雷锋精

神,温家宝总理曾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全国

2500多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多个。这使我更

深地了解了国情和人民的状况,深知人民的期待”。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打着“为人民服务”

的旗号,却做着有悖于人民意愿的行为;将“为人民

服务”作为自己的功利目标或手段,而非一种态度,
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口

号,而非付诸实践。这样的“为人民服务”背离了雷

锋精神的真谛,违背了“为人民服务”行为所应具有

的功利性与道德性统一的要求,是不可取的。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学习雷锋精神,就

是要将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要有一颗真

爱人民的心,做到时时刻刻心中有人民,不断提高自

己的思想觉悟,进而将其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实践

行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个人价

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

  四、在爱岗敬业、勤俭节约、谦恭慎
言的日常生活中传递民族美德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集爱岗敬业、勤
俭节约、谦恭慎言等美德于一身,展示了勤劳朴实、
任劳任怨、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民族之魂。其中,
爱岗敬业是创造之源,勤俭节约是生活品质,谦恭慎

言是人生态度。
雷锋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爱岗敬业、勤俭节约、

谦恭慎言的美德。《雷锋日记》一定程度上就是雷锋

“吾日三省吾身”的具体体现。雷锋对“见贤思齐,见
不贤而内自省”的追求使他能很好地做到干一行、爱
一行、钻一行,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乐

在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谦虚谨慎、辛勤耕耘。爱

岗敬业美德可以追溯到孔子的“事思敬”“居处恭,执
事敬,与人忠”“修己以敬”,以及之后的“天地生人,
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活一日当有一日之

勤”等思想。勤俭节约美德更是源远流长,如“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俭,德之共

也;侈,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

奢”。谦恭慎言美德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愿
无伐善,无施劳”等思想。

雷锋精神发扬了社会主义美德。它是在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是本

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服务社会的精神,归根究底

是本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宗旨来服务社会的社会主义

美德的体现。爱岗敬业、勤俭节约、谦恭慎言的民族

美德与“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

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等社会主义荣辱观高度

吻合,表明雷锋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中的独特地位。
雷锋精神来源于日常生活,根植于日常生活,体

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诉求;雷锋精神拥有深厚的

群众基础,反映了劳动人民群众对生活中道德规范

的诉求;雷锋精神没有脱离时代现实,仍能够通过对

社会不良现象的匡正来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当

前,“在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在生活上向低标准看

齐”[2]14的良好美德正在日渐式微:随着市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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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事业心骤降、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现象司空见

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敬业精神常被置于边

缘地位;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享乐主义、挥霍

主义开始侵蚀人们的思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被认

为不合时宜;随着经济社会的多重转型,道德滑坡、
国人冷漠、社会正义观念缺失等现象时有发生,谦恭

慎言正被渐忘。精神价值能够通过影响实践主体的

主观能动性来影响实践效果,因此,要以雷锋精神为

载体,大力弘扬爱岗敬业、勤俭节约、谦恭慎言等民

族美德,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能做到“独善其身”,还
能“兼济天下”,在中国奇迹的基础上,展示中国气

魄;要在法治、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规范的

基础上,将雷锋精神唤醒,将爱岗敬业、勤俭节约、谦
恭慎言的美德发扬光大,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人民的精神“家园”。
雷锋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

价值标杆,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拓展性、浓厚的民族

情感和厚实的群众基础。它能为共产党人保持先进

性和纯洁性提供精神动力,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提供道德支持,为公民行为规范和人际和谐提供价

值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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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tuallystandingforthespiritofthetimesandfeaturedbythemutualaffectionbetween
valueappealsandformsofrealization,LeiFengspiritmainlyincludesfourperspectives,namelytheem-
phasisofcollectivevalueintheprocessofachievingindividualvalue,theunityofindividualidealsand
Party’sidealsinordinarydailyworkandlife,achievingtheultimatelifevalueintheprocessofdedica-
tingtothepublicandthesociety,andhandingdowntheNationalvirtuesofdevotingtocareersandkeep-
ingthriftyandmodest.TheseaspectsintensivelyepitomizethesublimationandinternalizationofLei
Fengspiritinthenewera,andhighlightthecohesionandinfluenceofsocialistcore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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