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雷锋这个人吗？
有些人怀疑雷锋存在的真实

性，是因为他太过完美？是因为他
做了常人所不能企及的事情？还是
因为他一贯坚持“毫不利己”、“专门
利人”的精神让人却步？

湖南省雷锋精神研究会曾对
500 名中小学生做过一次问卷调
查，其中，认为雷锋是影视明星的占
17%；认为雷锋是解放军战士的占
58%；认为雷锋是科技工作者的占
5% ；认 为 雷 锋 是 战 斗 英 雄 的 占
17%。由此可见，确实有很多人不
知道雷锋是什么人。

雷锋的事迹是真的吗？是不
是为宣传而夸大的一个样本呢？
雷锋是真实的，宣讲雷锋也是真
实的！这是 50 年前的一条宣传纪
律。那么，我告诉大家其中一件
真实的故事。

原雷锋所在团工兵三营营部书
记夏孝栋说，原来在《雷锋送月饼》
的故事中是这样描写的：八月十五，
一轮明月高挂中天，连队俱乐部传
出《良宵》一曲，雷锋手捧月饼，不由
地两行热泪滚落下来⋯⋯在中宣
部、总政治部等组成的调查组核准
雷锋事迹的调查中，发现雷锋给抚
顺西部医院的伤病员送月饼确有其
事，但是俱乐部传出《良宵》一曲却
是虚构的。所以，在后来的报告中
删除了听《良宵》的情节。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同样也是
典型的生命，惟有真实才有说服力，
才能长久传承。我们这一代人，对
雷锋有着太深的感情，从小至老都
崇敬和学习雷锋。我们今天再去重
写雷锋，必须考虑到怎么才能和高
度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的当代中国
相接轨。由此，我开始了长达 15 年
的漫漫思考和采访之路。

在雷锋的家乡湖南望城，在雷
锋工作过的鞍钢、弓长岭焦化厂，在
雷锋的第二故乡抚顺，在雷锋生前
所在团，在吉林、河南、北京⋯⋯我
追寻着雷锋的足迹，采访了一大批
当年和雷锋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他
们给我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就这样，一个既熟悉又鲜活的
雷锋浮现在我的眼前。过去对他的
研究和宣传确实成果不少，但只是
宣传了其生平事迹的一部分，而且
在观察他的视角上、事例的取舍间、
语言的选用中都摆脱不了时代的局
限。而我们今天所写的雷锋，在今
后的年代也还会为后来人所不断认
识和补充。雷锋的事迹是有限的，
而对雷锋精神的认识是无限的。

我在深入采访和思考沉淀之
后发现，从当年毛主席发出“向雷
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到今天党的
十八大提出“推动学雷锋活动、学
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尽管在
50 年的历史长河中，雷锋经历了
被追捧、被压抑、被贬低、被质
疑、被呼唤的反复过程，但他最终
回到了原点。那就是雷锋身上寄托
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
想，雷锋精神具有一种超越阶级、
时代和任何经济形态的道德价值。
说到底，雷锋是个做人的典范。

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宣传雷锋，
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雷锋的过去
是真实的，现在是真实的，将来还是
真实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
就是要使更多的人成为像雷锋这样
高尚的人。

相关链接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
作者：陶克
本书作者历时15年，采访了上

百名和雷锋一起生活、学习和工作
过的亲属、老师、同学、同事、领导、
首长和战友，收集了当年部队、地
方，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
现和宣传雷锋的历史资料。在此基
础上，作者把一个只是“做好事”的
雷锋请回生活，还原成一个有血有
肉、有情有爱的真实雷锋。

雷锋是真实的
□ 陶 克

□“微上瘾”的现实焦虑

刚刚从同济大学毕业的曹芳菲酷爱
“织围脖”，这是微博爱好者们对自己发微
博的昵称。小曹利用春节假期去丽江和香
格里拉玩了一趟，“在每个景点都会拍照，
上传到微博上”。短短 6天的旅行，22岁的
小曹一共发了 121条微博。

北京的时尚杂志编辑牛欣则是“微信
控”。“只要有 5 分钟空闲，非得掏出手机听
听有没有人发来了新语音。有一次夜里我
在出租车上玩微信，一个人对着手机念念
叨叨，结果把出租车师傅给吓着了。”但她
也告诉记者，微信确实离不了，“去年 11 月
在意大利采访，和同事沟通稿件全靠它。”

“微平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打破时空
间隔的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没
有现实生活中的地位、身份、职业差别，人
们可以和任何人交流沟通，第一时间得到
各种信息。但它也同时分散了人们的精
力，占据了本该有的休息时间，忽略了正常
的人际交往关系。“‘又玩手机！’简直是我
妈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牛欣说。

“微上瘾”成为当今热门话题，折射出
的是现代人的人际关系焦虑和信息焦虑。
进入全媒体时代后，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
的自媒体，有可能通过虚拟世界获得现实
中得不到的满足感。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首席心理咨询师袁茵表示，过度沉溺于虚
拟空间，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微博和
微信上，除了会导致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活
动减少，还可能因在微博获得的成就感与
满足感和现实生活的状况反差太大导致心
理落差，产生焦虑等情绪。

“工作和娱乐好比人的两条腿，一旦过
度就会失去平衡，造成混乱。网友们不能
退缩在虚拟世界中，还应该建立起其他获
取信息和自我满足的方式。”袁茵说。

□“微知识”微笑前行

不过，存在之物必有合理之处，对网友
的“微热情”也不必过分悲观。微博和微信
这样的新媒体渠道对知识的传播“功不可
没”，科学的面孔在一个个小小的发布框中
变得平易近人起来。

2 月 18 日，木星合月。在新浪微博搜
索这个听起来既专业又生僻的天文学词
汇，竟然有 160647条结果。“木星边上是昴
星团，还有金牛座的一些亮星。”北京天文
馆馆长朱进当天发出了一条带照片的微
博。对于他来说，微博已经成了重要的“科
普阵地”。“我们过去有专业的天文论坛，但
网友数量有限，而微博受众范围更广。”朱
进告诉记者。

驻扎在这块阵地上的也有专业机构。
“灯泡放进嘴里就真的拿不出来吗？”科普

网站“果壳网”旗下的微博账号“谣言粉碎
机”曾贴出过这样一个视频，由编辑小耿亲
自尝试了各种尺寸的灯泡。实践出真知。

“只要能放得进，就能拿得出。”这条微博被
网友们转发了 3337 次。在微博上，果壳网
回答的问题林林总总，从“游泳运动员为啥
不穿比基尼？”“洗衣粉能跟肥皂混用吗？”
到“为什么能根据碳 14测古生物年代？”

为什么这么看重微博？果壳网主编徐
来言简意赅，“我们希望科学能够成为人们
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更多网民才能更感受
到科学的乐趣”。而国家博物馆微博团队
的李秀娜则认为，微博的互动性特别有利
于科普内容的传播，“关键在于鼓励网友参
与，发表自己的看法，让网友有话说。”

另一些“微知识”则完全来自兴趣。在
专业能源杂志开专栏的“Armand_CAO”
被网友称为“微博核电专家”，因为福岛核
电站的事故“一战成名”。“我是做能源行业
的，当时我们公司在日本有办公室，会把即
时情况做成简报向全球各分公司分发，我
就把它翻成中文，再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
作一些分析。”这些分析，包括“燃料棒到底
融化到什么程度”，“食盐能不能防辐射”和

“日本出产的海鲜还能吃吗”。他其实并不
在乎网友们的观点，“不过欢迎围观，只要
大家对专业知识感兴趣。”

学生物出身的“瘦驼”是名副其实的科

普作者，在报纸上开过专栏，给众多科普杂
志写过稿子，现在却在微博上乐此不疲地
解答网友们的疑问，其中最多的是“某地的
某种怪兽到底是个啥？”他坦言，这也是来
自于兴趣，“我有点‘传播渴望’，看到错的、
假的就难受，一定要说出来，科学精神是个
世界观问题。”

□“微圈子”打破时空区隔

对一些人来讲，微“平台”只是他们日
常人际关系在线上的“投射”，而对另一些
人来说，他们则更看重自己的兴趣，希望能
通过打破时空区隔的“微平台”，建立起新
的人际关系。“微圈子”就此应运而生。

家住镇江的网友“面瘫笑脸”迷上了一
个新爱好：用大块橡皮雕刻印章。“这有很多
技术问题，比如哪里能买到大块的白橡皮，
什么牌子的洗甲水才最容易把原图拓印在
橡皮上？如果没有微博，现实生活中到哪里
去找人一起玩啊？”利用关键词搜索，他在微
博上真的找到了，在“面瘫笑脸”现在的微博
分组里，“刻章子”这个分组下有32人，他们
也有自己的微信群，每天热火朝天地讨论

“多色套印还真难搞啊”之类的话题。朋友

们甚至还合伙开了个淘宝店，接受来图订
制，一个中等大小的橡皮章售价20元左右。

像这样的“微圈子”并不罕见，一部电
视剧、一个摇滚乐团，乃至攀冰技巧，“志同
道合”足以把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微平台”的媒体属性，让它和所有大
众传播方式一样，在每个“微圈子”里逐渐
形成“意见领袖”，这些人甚至开始被传统
媒体所接受。香港网友“剑心_HK”是日本
文化爱好者，每天会在自己的微博上更新
10 多条关于日本艺人、影视乃至文化资讯
的微博，有将近 6 万粉丝的他被《新京报》
和《南方都市报》请去当专栏作家和特约记
者，撰写相关报道。

“网络段子手”则从逗人一笑起家，成
为喜剧行业的新生力量。段子手“布小什
大师”刚给今年江苏卫视春晚登台的郭德
纲和孟非写了新节目，团队原本找的是曾
和赵本山多次合作的编剧尹琪，写了两版，
觉得太像小品，任务就落到他身上。之前
他和多位段子手合写过网络自制剧《屌丝
男士》，收视不凡。“很多人过去会看几千字
的博客，可现在只能阅读 140 个字的微博，

《屌丝男士》这种碎片化的网络剧每隔一分
多钟就必须让你笑一次。所以，有些写传
统喜剧的编剧写不了。”“布小什大师”告诉
记者，“微文化”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趣味，也
在给他们新的机会。

微文化
“新风景”还是“新鸿沟”？

□ 陈 静

晚会看够了，大餐吃尽了，上班族的年
也过得差不多了。“五加二”的工作周无缝
连接上了，又是 7 天的辛劳，竟也有些想念
过年的热闹了。还好，这一周还有不少文
化热闹可看。

无论是何年月，奥斯卡奖总能带来不
少热闹和口水。今年的“小金人”悬念将在
2 月 25 日揭晓。这次入围最佳影片的 9 部
作品可以说个个可圈可点。其中不仅有让
国内观众拍案称奇的《少年派的奇幻漂
流》，也有在国际上收获如潮好评的《爱》，
更不乏《逃离德黑兰》这样的政治题材大热

门。尤其是后者，从分量最重的金球到最
近的英国电影学院奖，几乎揽下了奥奖前
的全部“风向标”。该片能否最终捧获“小
金人”，可谓是本次奥奖最大悬念。不过，
由于好片太多，今年的奥斯卡注定会陷于
错过佳作的囧境了。

国内的电影市场也热度不减。《西游降
魔篇》尽管口碑不一，但依然收获了亮眼的
票房，靠的主要还是“周星星”这块牌子。只
要周氏搞笑片的人气不散，这位无心开会的
省政协委员的影片大卖，就不会令人意外。
就像李安说的，即使是拍烂片，10年后也有

人找他做导演，谁让人家早就有了品牌、名
声在外呢？同样褒贬不一又高烧不退的，要
数老树开新花的龚琳娜了。此君凭借几首
歌词不多的新歌，新奇的调调和演唱方式，
频频亮相各大晚会舞台，让人不禁要问，是
不是只有新奇搞笑的原创，才能脱颖而出？
不过，过分的新鲜也不是谁都消受得起的，
要不然，为啥那一台台的唱歌选秀，唱的都
是老歌？拼的是怀旧，也是安全。

没有过不完的年，再热闹的场面也有
冷下来的时候，国内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就
是这样。根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最新公布

的数据，2012年，全国文物艺术品成交额自
2008年以来首次下滑，只有区区279亿元，
和 2011 年相比，腰斩过半。热钱炒作、追
涨心态及鱼目混珠，让快速发展的文物拍
卖市场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又浮躁了不少。
疯狂之后归于冷静，回到价值发现的正途
之上，对拍卖市场和长线藏友都是好事。

长年大热不可期，永恒的如蒙娜丽莎
的微笑也出了另外一版：去年公开亮相的
画作《艾尔沃斯·蒙娜丽莎》同样出自达·芬
奇，也是真品，其创作时间还早于藏于卢浮
宫的《蒙娜丽莎》。也许可以套用鲁迅先生
的句式：世上有两幅永恒的微笑，一幅是蒙
娜丽莎，另外一幅也是蒙娜丽莎。

如此说来，这永恒也不是独一无二
的了。既然永恒都不惟一了，那冷热更
迭又有何不可，谁又能说不会柳暗花明
又一村呢？

看热闹 说冷场
□ 章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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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人们走亲访友道罢“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的问候，紧接着的问题往往就是“你

家WiFi密码是多少？”

◎新浪微博的一项调查显示，70%左右的微博用户每天醒来就会马上登陆，60%的受访者承认

每天会花“大量”时间在阅读和更新微博上。

◎“微文化”到底让人们离得更近还是更远？它究竟是怎样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