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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雷锋日记》
“尽力保持日记原汁原味”

当年，收集来9本雷锋日记，报社领导让政工组长董祖修和“思
想战线”专版编辑冯荆育整理编选。两人用“尽力保持日记原汁原
味”的慧眼，努力鉴别哪些是雷锋的原创，哪些是雷锋所引用；除了个
别地方错别字或语法有误，整体文字绝不轻易改动。

比如雷锋写在纸条上的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温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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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敌人
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是夹在日记本中的，要不要列入雷锋日
记？其中第三句的最后，缺少一、二、四句中“温暖、火热”之类的定
语，要不要增添上去？认真商讨之后，二人觉得这几句话体现了雷锋
的思想，应该列入雷锋日记；而第三句，意思既然表达清楚了，就不能
随便增添词语。这样的处理，即使现在来看，也是无可挑剔的。

整理出的几批雷锋日记相继在《前进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发表后，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吴冷西曾一度置疑：一个普通的士兵，怎
么会写下这么多富于哲理的日记，怎么会有如此崇高的境界？于是，他
通过相关渠道转告沈阳军区，希望能看一看雷锋日记的原件。同时，全
国各大媒体记者也涌向沈阳，都希望查看雷锋日记的原件。

此时，毛主席也给雷锋题了词，周总理和准备出版《雷锋日记》的解放
军总政治部也就雷锋日记的整理作出了指示。于是，沈阳军区和前进报
社又责成董祖修和冯荆育组织了一次对雷锋日记的全面整理工作。

日记原件只有一份，折腾太多有可能损坏这份宝贵的文物。左
思右想，两人请示报社领导：可以将雷锋日记分拆开，组织人手将原
文抄写下来，既可供各媒体记者查阅，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
修订，抄写完毕再将日记重新装订。报社领导担心，这样做会不会损
坏原件？曾长期在军区印刷厂值班、对装订技术十分了解的董祖修
做了解释后，社领导同意了。

于是，董祖修和冯荆育一起，将雷锋的九本日记小心翼翼地拆
开，仔细地编号排序，随后从军区文工团借来了10名女同志，组织她
们分别进行抄写。几天之后，抄写结束，日记原件送回军区印刷厂，
请一位老师傅精心装订，复原如初。

吴冷西看过《雷锋日记》的原件后，疑虑顿消，对雷锋事迹的宣传
更加重视了。最终，董、冯二人编选出的115篇《雷锋日记》正式出版，
如春雨般浸润着国人的心田，更为如火如荼的学雷锋活动锦上添花。

据冯荆育回忆，1962年2月，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会议期
间，他以《前进报》编辑的身份到会采访时曾与雷锋见过一面。

传播雷锋精神
“像雷锋那样，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40多年来，冯荆育一直坚持宣传雷锋精神。1964年3月1日，
沈阳军区隆重召开大会，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一周
年。冯荆育在《前进报》上发表了社论《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雷

锋活动》。1965年3月，他再
次撰写了社论《学习雷锋同志的
榜样，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接班人》。

在前进报社工作期间，冯荆育长年
编撰“向雷锋同志学习”专栏，以及宣传军
区学雷锋的先进典型，并先后组织“怎样做
雷锋式的革命接班人”等大讨论。

1987年，冯荆育退休后，仍然坚持宣
传雷锋精神。2003年是毛泽东同志为雷锋题词40周年，他先后为
社会各界做了12场学雷锋报告。40多年来，冯荆育坚持宣传雷锋
精神，被许多学校聘为学雷锋辅导员。他还教育子女学雷锋，儿女
们多次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

退休后，冯荆育曾先后参加了省、市11个报告团，编写传统教育
材料和讲稿150多万字，做报告320多场，听众达12万多人次；先后
获得全国、省、市等52项奖励。他深刻感到，像雷锋那样，无愧共产
党先锋战士的称号，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践行雷锋精神
将雷锋温暖他人的阳光播撒四方

尽管有过如此贡献，但冯老从不炫耀，而是努力将雷锋爱岗敬
业、温暖他人的阳光播撒四方。

笔者曾在冯老手下工作了近六年，获益匪浅。
每次我爱人来沈阳探亲，冯老都会抽空来我的住处嘘寒问暖，且

总是劝我爱人：“小贾在这里干得不错，你要支持他工作，早点随军！”
温泉入心田，自会催生向上的活力。
198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正在厨房里忙碌，突然听

到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顿时惊喜无比，站在门前的，竟然是已
担任前进报社社长的冯老。

原来，冯老到成都军区开会，返程经过重庆住在驻军招待所。停
留一个晚上，他没去看望市郊的亲戚，却想到了我这个离开报社多年
的老部下。他悄悄坐上公交车，经过多次辗转才找到我家。

见我高兴地张罗加菜，冯老爽快地说：“小贾，你不要麻烦再弄什
么菜了，有没有四川的青菜头？我最喜欢这个东西，好多年都没有吃
过了，你就用清水给我煮一碗就行！”

饭后，冯老和我聊了很久。
老部下寻找老领导并不稀奇，而老领导寻找多年前的老部下，这份

温情弥足珍贵。雷锋温暖他人的情怀，不也是在前进报社率先开花
结果的吗？

2010年，我特意回到了沈阳，见到了当年的老领导和老同事，
亲口向他们表达了自己迟到的敬意与谢意。年过八旬已离休的
冯老，仍在孜孜不倦地传播雷锋精神之火。

2019年，从重庆走出去的冯老，九十高龄时不幸仙逝，我只能将
不尽的思念与敬意化为一瓣心香，敬献给天堂里的老科长……

（作者系原重庆晚报高级编辑 图片由作者提供）

百岁画家百岁画家
独树高标独树高标

□任正铭

2023年2月17日，重庆画界代表人物之一的刁焕文先生去世，享
年102岁。

刁焕文笔名刁蓬，1921年9月22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江
津区），1946年毕业于武昌艺专。他潜心研习中国山水画，从事美术
教育和国画创作八十余年，创作山水画作品上万幅，作品被国内外艺
术馆和文物馆收藏。

刁焕文的艺术生命起源于一个叫“五十三梯”的
地方。在江津德感镇有一个小山坡，因山路上凿有

53步石梯而得名，1938年夏，武汉的武昌艺术专
科学校为躲避日军轰炸迁建于此。武昌艺专早
年是与北平艺专、杭州艺专齐名的中国最早三
所专科艺术学校，也是中国近现代高等美术教
育的发源地之一。

刁焕文在武昌艺专师从著名国画家张肇
铭先生，开始他的艺术生涯。多年后，他凭着

记忆画了一幅国画《五十三梯之秋》，再现了长江边的武昌艺专校
园。刁老说，每当看着这幅画，都能唤起对当年美好岁月的回忆。

1946年从武昌艺专毕业后，刁焕文到现重庆聚奎中学任教。几
十年里，他学习、临摹了张大千、黄宾虹、关山月等名家作品，装了好
几箱。1972年，他的国画《春潮》《青松》参加了四川省首届国画展，在
当地成为美谈。

1984年，63岁的刁焕文6次徒步三峡，分别画出了8米、12米和
38米的三峡长卷；1984年冬，他去忠县石宝寨，画出了代表作之一的

《宝寨瑞雪》，这幅作品后来参加了建国四十周年全国美展。
以美术教育为终身职业的刁焕文，在江津培养了以法平、张涌

为代表的一批实力画家，还编著了《中国画常识》《国画基础知识》
《中小学美术参考》等工具书。中央美院博士生导师贾又富教授曾
评价他是“独树高标，成为当代中国画坛极具影响与研究价值的一
位山水画家”。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人
物重庆老兵冯荆育
雷锋精神播火者

雷锋写了9本日记，出版发行115篇
他是《雷锋日记》编选者之一

□贾昭衡

冯荆育
1929年出生，重庆人，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一直在部队从事文字、新

闻工作，在抗美援朝前线和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中，写过大量战地报道。1956年参加沈
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1960年，担任沈阳军区前进报社“党团生活”和“思想战
线”专版编辑，和董祖修一起负责整理编选出《雷锋日记》。1983年初至1985年底担任
沈阳军区前进报社社长。2019年，九十高龄时因病去世。

瘦小的身材，朴实
的面相，走在大街上，
离休后的冯荆育与普
通市井老翁几无差
别。但熟悉他的人都
知道，当年他曾干了
一件影响中国几代人
的大事——参与整理
编选雷锋日记。

1960年11月26
日，沈阳军区主办的
《前进报》用两个整
版，在国内率先推出
了介绍雷锋事迹的长
篇通讯《毛主席的好
战士》及其社论，《人
民日报》和《解放军
报》等紧随其后刊登
了这篇通讯。5天之
后的12月1日，《前进
报》又率先用整版刊
登了精选的雷锋日
记。雷锋因公殉职
后，发行达千万册的
《雷锋日记》，更是将
雷锋精神之火，播向
了五湖四海。

很少有人知道，参
与整理编选《雷锋日
记》的冯荆育，是一位
重庆人。

冯荆育 1949 年
年底从重庆参军，后来
在前进报社工作，他不
仅是雷锋精神的“播火
者”，而且是雷锋精神
的践行者，将雷锋爱岗
敬业、温暖他人的阳光
播撒四方。

冯荆育

１985年秋，冯荆育
（右一）与作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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