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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3月5日，注定是一个不

平常的日子。除了全国人代会在北京

开幕之外，还有就是在1963年的这

一天，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

习”的伟大号召。屈指算来，“学雷

锋日”今年已经是第48个了，雷锋要

是还活着，今年也整70岁了！我们小

时候可是赶上了“学雷锋”的热火朝

天场面，人人争着做好事，不管是真

懂还是假懂，“雷锋精神”可真的是

在脑子里扎下了根！

今天的时代，如何看待“雷锋精

神”，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

是无论如何，雷锋精神已经成为中国

人值得认真对待的宝贵思想财富。

那么，您知道吗？在全国范围

内，给雷锋建纪念馆的地方有几个？

给雷锋建纪念墙的地方又在哪儿？官

方办的雷锋纪念馆有一个在辽宁抚

顺雷锋牺牲地，一个在湖南长沙雷

锋家乡，还有一个在沈阳军区“雷锋

团”，而由民间创办的纪念馆则在浙

江杭州。要说到“雷锋墙”，据我所

知全国只有一处，即位于上海普陀区

的长风公园内。

这座“雷锋墙”建于2002年3

月，主要创作者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庄小蔚教授，而我作为主要策划者和

参与者参加了建造的全过程。在此之

前，这里原来只有一座雷锋铜像，安

放在长风公园1号门附近一个约3米高

的基座上。是1984年由12万名原上海

手工业局系统的共青团员捐资、捐材

料建造的。

2001年10月，我所在的房地产

公司在上海普陀区参与旧城改造。在

参加一项在长风公园举办的活动时，

我有机会第一次看到这座雷锋铜像，

并立刻被其栩栩如生的神态所吸引，

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只是看

到雷锋像孤零零地矗立在一个很冷落

的环境里，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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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墙
——延伸在历史长河中的风景线

时起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要让这座

雷锋铜像的安放环境得到改善！我的

想法得到了公司同仁的一致认同，于

是我们提出设想，游说政府部门，最

后终于得到出资改建的批准。经过一

系列的策划、筹备，最终建起了这道

“雷锋墙”。

“雷锋墙”全长32.7米，高度在

1.20～3.12米之间，由一组叠合错落

的不规则几何型墙体构成。原有的雷

锋铜像安放在墙体内，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等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题词镶嵌在墙上。	

当今世界上比较流行的大型纪念

载体通常采用柱、门和墙等建筑的形

式。其中，墙的形式，起源于古代大

型建筑遗址。宫殿、庙宇倒塌，留下

残垣断壁，荒草丛生，杂树纷呈，凄

凉的氛围令凭吊者生出许多遐想。这

种特殊环境所产生的特殊心境，促使

人们创造了以墙为载体的纪念形式，

1984年安放的雷锋铜像作者在雷锋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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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特殊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效果，

如著名的耶路撒冷“哭墙”、瑞士

“宗教改革纪念墙”和美国“越战纪

念碑”等。

当时选择“墙”作为纪念雷锋精

神的载体形式，主要基于以下两种考

虑：

首先，“墙”可以最贴切地表达

广大群众对雷锋精神的普遍认同感。

雷锋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如果

采用柱、塔等具有高耸感的形式就与

他那“普通一兵”的形象不符。而采

用1.2～3.12米高度的墙体形式，同时

将雷锋铜像放置标高设定为1米，使

小学生都能伸手触摸到，可以形成一

种“平易近人”的感觉。不仅缩短了

与英雄的心理距离，更形象地体现了

“雷锋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主题精

神。

其次，在公园的具体环境里，

“墙”可以更好地创造出景观效果。

设计时按照铜像的尺寸和字体字型的

变化，先用变高、变宽、变形的手法

确定分段尺度关系。如“雷锋像”主

墙面在宽、高比例上基本采用1：1的

相等关系，而其它题词墙段则分别采

用不相等的比例关系。在确定总体比

例关系时，则大胆地使用近似10：1

的非常规宽、高比，旨在体现“雷锋

精神具有坚实基础”的意念，形成稳

定、庄重的总体感觉。

2、形状体现的节奏韵律创造出

一段优美的视觉音乐。在32.7米的墙

体长度上，人为制造的高低起伏就像

一段立体的音乐旋律——“平缓的前

奏、动听的主旋律、发人深省的主题

曲、意犹未尽的结尾”，令人百看

（听）不厌，回味无穷。

3、将五块形状各异的天然石块

嵌入墙体，力求冲淡墙体的人造感觉

并缓和平直单调的几何形状；同时在

墙体上故意挖出四个不规则空洞，让

墙体背面的野花和绿意在不经意间穿

墙而过，营造出一种野趣和“浑然天

成”的感觉。

4、在视觉效果和空间关系处理

上，透过“树”与“墙”的融合创造

出婆娑摇曳的树影效果，达到和谐自

然的空间感觉。

5、在色调的把握和处理上，以

树林葱郁的绿色作为基准参照色，在

墙体上满贴近似米黄色的不规则天

然片石，给人以舒适、柔和的色彩享

受。一方面在墙体接近地面的部分选

用深色调材料，另一方面巧妙地利用

阳光在动态的树叶和角度各异的墙体

上产生的反射变化，形成丰富多彩的

色差效果。

如今，八年过去了，“雷锋墙”

屹立在长风公园宽阔的雷锋广场上，

成为上海一处重要的“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令人流连忘返、遐想

联翩。而建造“雷锋墙”的那段难忘

经历也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为

我宝贵的精神财富。	

“雷锋墙”的建造位置选择在一片小

树林前，高低变化的墙体上边缘与树

林的自然天际线相互呼应，错落重叠

的墙体形式又在纵深上与树林融为一

体，似乎这座墙天生就是在这块土地

上生长出来的，与环境极为融合。

在创作理念上，我们并不是简单

地突出“政治宣传意义”，而是明确

要把“雷锋墙”建成一件具有很高立

意的景观艺术品。对艺术品的定性，

通常需要看它能不能反映出一个特定

时代的精神风貌；同时要看能否将作

者的感情表达得充分与完美，并具有

创造性价值。

“雷锋墙”之所以能够出现在21

世纪的今天，既是中国当今时代风貌

的生动体现，又是对“公而忘私、助

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

带有时代特性的形象化肯定。

在具体的创作中，所有参与者始

终专注于追求完美的创作意境。方案

经过反复的修改，最终通过以“三”

作为尺度基准模数而形成的理想空间

形态，通过一个有特定几何关系构成

的板块组合，谱写出一段由“开与

合，直与斜，起与伏，进与退”等建

筑手法创作的“凝固视觉音乐”。令

人在对“雷锋墙”的视觉观赏中真切

地感觉到作者的艺术激情、冲动和活

跃的创作灵感与智慧。

可以说，	普通的墙体只是一种建

筑构件，而被赋予了精神境界和艺术

内涵的	“雷锋墙”则完全超出了建筑

的概念，跨入景观艺术品范畴。

对一件艺术品的成功创作，除

了立意准确，思路恰当以外，在美学

规律的运用方面一定要有独创之处。

“雷锋墙”落成以后受到社会各界的

极大关注与普遍好评，主要原因之一

是运用美学规律原理进行了一系列的

艺术创造表达探索：	

1、根据具体表达内容确定比例

尺度关系。“雷锋墙”需要突出表达

的核心内容是雷锋铜像和伟人题词。

2002年4月建成时的雷锋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