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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到哪里安置“少年英雄”赖宁
一座失落的雕像折射的社会价值观之变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子森

“赖宁受到的教育也是集体
高于个人，所以，他能为了集体
牺牲个人。放在现在，如果有学
校敢鼓励学生不惜性命抢救集
体财产，就会触犯法律。”

对于与赖宁像朝夕相处了
近 20 年的东仓巷老街坊来说，
赖宁像的悲哀，并不仅仅在于没
有人愿意接收。

当地居民回忆，自 1994 年前
后赖宁像立起来后，最初几年，
周边学校都会组织学生过来参
观学习赖宁精神，后来，就慢慢
冷下来了。最近十几年来，雕像
日益破败，参观者骤减。

赖宁像受冷落并非个例，同
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安。

1982 年 7 月 11 日，第四军医
大学空军医学系三年级学生张
华，为救不慎落入化粪池的 69
岁老农魏志德献出了 24 岁的生
命。后来，有关部门在张华牺牲
的康复路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今年1 月6 日，西开网发布了
西安市碑林区委宣传部张红喜所
拍的一张张华纪念碑现状的照片。
张称，市民“在纪念碑上拉起了绳
子，搭起了棚子，做起了服装生意。
小商贩们在碑子上放着铁桶、饭盒
等杂物”。

图片描述中还称，康复路市
场管理人员对此置若罔闻，过往
群众说，“纪念碑没人管已有好
些年头了。”

据了解，西安康复路市场曾
进入全国十大市场之列。早在
2000 年，当地媒体甚至公开讨论
过是否将张华碑搬迁，离开这种
脏乱差的环境。

时任陕西省政协委员的肖云
儒表示，张华纪念碑是否搬迁这件
事，实际上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要
不要永恒地保留英雄精神的问题。

“如果当这个民族把张华遗忘的时
候，你就是把卫生打扫得再干净，
也是一个空白。”肖云儒说。

“对学校来说，竖一个学生
并不熟悉的英雄人物塑像，他的
事迹到底能给学生带来什么？”

太原市一位中学负责人这样解
释不接收赖宁像的原因。

记者在太原一些中小学进
行调查时发现，中小学生对于赖
宁的事迹并不了解。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育
教学质量评估中心主任陈仁波记
得，自己上小学时，正是学习赖宁
精神的高峰期。当时的小学《思想
品德》课中有专门介绍赖宁事迹的
文章，还有一幅插画，画的是赖宁
奔向山上灭火的样子。

陈仁波比赖宁小 6 岁，作为
赖宁的同龄人，那时，陈仁波总
觉得赖宁很伟大，为了集体牺牲
个人，在当时被认为是每个人都
应当具备的优良品德。

和赖宁同在课本里的还有
“草原小英雄”努尔古丽，她为保
护驼群而牺牲，努尔古丽和赖宁
被并列在课本的集体主义单元；

《思想品德》课本中，还有以高玉
宝为代表的勤奋好学单元、做了
好事不留名的美德单元以及爱
国主义单元等。

这几个单元也正是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小学思想品德课程
的主要内容。“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教育以宏大、无私的精神为
主，让英雄和模范高、大、全的形
象直接影响学生。”陈仁波在当
教师后，曾思考过自己接受思想
品德教育的目的。

“实际上，赖宁受到的教育
也是集体高于个人，所以，他能
为了集体牺牲个人。”陈仁波说，
放在现在，如果有学校敢鼓励学
生不惜性命抢救集体财产，就会
触犯法律。

199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出台，对学习
赖宁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2004
年，《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在北京全面实施，“少年英雄”赖
宁的照片被学校从墙上摘下来。

与此对应，随着新课改实
施，各小学思想品德教材改版，
包括赖宁在内的一批英雄人物
正式退出课本，教材名称从“思
想品德”改为“品德与生活”、“品

德与社会”。
曾经教过这门课的陈仁波

认为，新的思想品德课与自己曾
学过的思品课内容已大相径庭：

“舍身救人、勇斗歹徒这样的文
章没有了，反而有很多是关于保
护生命安全的，比如交通安全、
安全用火、地震逃生等。”

虽然课本还有集体主义、爱
国主义的教育，但角度和方式也
发生了变化，对集体主义的教育
是让孩子认识到自己是班级的
一分子，提倡通过参加班级选
举、组织活动、爱护卫生等方式
来爱护集体。

“现在的孩子十有七八不知
道赖宁了。”陈仁波感叹，在学校
的德育教育中，老师也不会主动
提到这个名字。“现在去学习赖
宁，主要是感受一种精神洗礼，
很多人在危急关头肯牺牲自己
去救人，是出于人性善良的本能
反应。”

“对于崇高的东西怀疑、不
相信，最后怀疑一切，然后又抱
怨说没有信仰，迷失在物质中。”

赖宁像风波以来，不少网民
将雷锋、张华、赖宁归类于特殊
历史时期下的典型人物形象，这
样的人物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高、大、全，在特定历史
时期影响力巨大。

8 月 13 日，深圳官方发布一
则通报，称今年 6 月份，深圳南
山交警大队警官孙震的妻子诞
下一子，因早产，母子一直未能
出院。大运会开幕当天，来到人
世 68 天的宝宝夭折，而孙震未
向单位领导提及此事，一直坚守
岗位。

按照官方通报，由于在工作
中表现出色，孙震被评为“大运
安保之星”。但其本人却被网友
质疑，“不配当一个父亲。”孙震
的妻子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为
丈夫辩解，称其因为工作而不得
不这样做。

(下转 B03 版)

“去神圣化”时代，崇尚什么样的英雄

8 月 18 日，雨夜。叮叮当
当的敲打声中，消失近三个月
的赖宁雕像又回到太原东仓
巷。第二天，一场盛大的赖宁雕
像“回迁”仪式在这里举行。
“回来了，就平息啦。”当地

居委会的人这么说。

“老邻居”走了又回

来了

右肩挎着书包，左手拿着
书，红领巾飘扬，眼睛望着前
方，左腿跨步前行。“少年英雄”
赖宁的这样一个姿态，已经在
太原东仓巷保持了 17年。

东仓巷是太原市一条老街
巷，路面狭窄，建筑老旧，如今
正面临着改造整治。9 月 26
日，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
博览会在太原召开。为迎接中
博会，太原市开展了大规模的
城市环境整治。东仓巷要进行
总共三期的改造整治。

不过，棘手的是，巷子里的
赖宁雕像怎么安置，让东仓巷
居委会头疼。

其实，很多从雕像旁边走
过的小学生，并不知道赖宁是
谁。东仓巷隔壁，就是太原市第
26中学。

这种熟视无睹，就像 1993
年立像时的争议：竖雷锋像，还
是赖宁像？最终，出资的近 10
家单位选择了赖宁，“因为雷锋
太过久远”。

1988 年 3 月 13 日，14 岁
的赖宁为扑灭山火牺牲。1989
年 5 月，共青团中央和国家教
委联合授予赖宁“英雄少年”光
荣称号，号召全国少先队员向
赖宁学习。

尹继龙是当时东仓巷所在
的鼓楼街道办副主任。据他回
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东仓巷
环境绿化不错，但总觉得缺点
什么，所以才决定立一座雕塑。
与现在的城市雕塑流行表现市
井生活不一样，那个时候，像雷
锋这样具有政治符号意味的英
雄人物还是竖像的主流。

60 岁的郭贵宝为山西省
总工会公寓家属院看门近 10
年了，每天早上他一推门，看到
的就是赖宁像。
但今年 5月份的一天，赖宁

像被搬走了，“就像一个老邻居，
天天看到不觉得有什么，一下子
没有了，心里挺不是滋味。”

民众发起了寻找赖宁像的
活动，通过网络和媒体，这种情
绪在发酵膨胀———“赖宁雕像
的流浪，不仅是对这位英雄少
年的奚落，更是对一代人精神
家园的强拆，让曾经的集体记
忆和精神依托分崩离析。”《人
民日报》发出这样的评论。

每天，郭贵宝都要面对各
色媒体记者的追问，但他也说
不上，赖宁像到底去了哪儿。

据《华商报》报道，该报记
者 8 月 14 日在距太原市中心
十几公里的杨家峪长江村一个
仓库里，发现了赖宁像。

报道称，“这是一个无人居
住的废弃小院，凌乱不堪。雕像
被搁置在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屋
窗户旁边。这座高约 2 米的赖
宁全身雕塑，底座的四个角被
磕碰得没有了棱角，汉白玉的
雕塑身上还泼洒着油漆。”

当地政府感受到了压力。
8 月 19 日，东仓巷居委会

主任吴锦梅告诉本报记者，区
委召开会议，决定提前将赖宁
像回迁。

当日上午还举行了赖宁像
“回迁安放”仪式。前一天晚上，
几个工人叮叮当当忙活到晚上
11 点，为雕像做了一个新底
座；又有人拿着洗洁精和水，给
“赖宁”洗了把脸。

回迁仪式上，太原市杏花
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润
生等 5 位区领导以及 30 多名
小学生来到东仓巷。按照流程，
两名领导揭去蒙在小英雄赖宁
塑像上的红布。之后，两名少先
队员代表向英雄敬献花篮。

按照规定动作，六年级学
生李佳慧熟练地完成了敬礼和
鞠躬动作，往回走时面带微笑。
仪式举行前一个小时，他们来
到赖宁像前，在老师指导下，一
遍遍演习敬礼与鞠躬的动作。

8 月 26 日，一篇题为《赖
宁雕像“回家了”太原将大力弘
扬“赖宁精神”》的文章发表在
《人民日报》。这篇报道称，“太
原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说，与‘雷
锋精神’一样，‘赖宁精神’永不
过时、永放光芒。太原市将进一
步加强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
全社会大力弘扬‘赖宁精神’，
热爱祖国，坚定理想信念，积极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再新增一个雕像，

会改变规划

回迁仪式结束后，东仓巷
再度回归平静。
“赖宁变干净了。”很多老

街坊第一眼看到赖宁，感叹说，
以前赖宁像没人打扫，只能在
一个角落里，旁边是一个没有
花的花坛。这个花坛，是不少打
工者聚集吃饭喝酒的地方。
“就连收破烂的，都把赖宁

像当成自己的地盘。”东仓巷居
委会主任吴锦梅有些激动，“你
说，这么脏的地方，是不是对英
雄的亵渎？我们也不想这样对待
英雄，他应该在属于他的位置。”

太原市鼓楼街办负责人再
三向记者说明，街办和赖宁像
附近的干休所要进行环境整
治，附近有一排违章建筑要拆，
干休所又要扩建大门，怕损坏
了雕像，于是街办才决定将雕
像移走。
“东仓巷的改造不能耽

误……”吴锦梅向记者倒苦水。
鼓楼街道办主任苏常青用个人
关系，将赖宁像临时搬到了杨
家峪长江村。

他们一再强调，当初这么
做，只是“临时安置”。
“我们觉得赖宁是一个英

雄人物，他应该待在一个属于
他的地方，适合他的、严肃的地
方。”吴锦梅承认，在最初决定
移走赖宁像时，他们想把雕像
安置到学校和公园。但联系了
几家学校和公园，都表示不愿
意接纳赖宁像。

记者了解到，东仓巷周边
至少有 5 所学校，隔壁就是太
原市第 26 中学。吴锦梅说，她
不方便透露联系过哪些学校和
公园，但赖宁像受冷落，却是她
始料未及的。

吴锦梅透露，这些学校和
公园表示，再新增一个雕像，会
改变原来的规划设计，所以，
“不太好让赖宁像过来”。

一座赖宁雕像去留，为何引发这么多争议？到底是城市的发展与建设不再适合一座英雄雕像的
安放，还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赖宁事迹已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

当一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雄塑像失落时，“最美撑伞女孩”却在网上受到追捧。这种选择，照出
这个社会对“英雄”、“楷模”新解析。那么，历史和传统，如何在当下找到安放它的“精神家园”？

格观察

赖宁雕像重新回到东仓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