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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接新中国 70华诞之际，中部战区某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撷取了有关开国大典的部分史料及亲历者回忆资料，从不
同视角为我们再现了1949年 10月 1日那个令人心潮激荡的历史时刻—

档案里的开国大典

1949年 7月，根据全国的解放形势，
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包括
聂荣臻等在内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
委员会；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
德为阅兵司令员，并决定由华北军区具
体负责阅兵的组织工作，任命华北军区
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
挥。不久，身兼北平市市长的聂荣臻又
被各界公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
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受命之后，聂荣臻深知任务的极端
重要性。聂荣臻对每项工作都作了周密
的布置，和副总指挥杨成武一起向中央
领导汇报了《阅兵典礼方案》，毛泽东等
中央领导对方案给予了肯定，毛泽东要
求“一定要搞好”。

在抽组受阅部队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聂荣臻多次主持会议，检查落实有关

开国大典及阅兵的工作。他要求参加阅
兵的部队要抓紧时间，严格训练，高标
准、高水平完成任务。聂荣臻想得很细，
对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
汽车如何同步行进，有的车辆万一出现
故障时如何补救，飞机何时飞越天安门
广场，晚上怎么放焰火等，都作了周到细
致的安排。

考虑到当时的安全形势，聂荣臻对
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作了重点布置。
这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在解放战
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空
军的空袭也日益频繁起来。人民群众经
常处于被空袭的危险和惊扰之中。中央
军委早在 1948年 8月 9日就提出了对城
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1949
年 4月，聂荣臻又兼任平津卫戍区防空
军司令员后，对防空工作一直抓得很

紧。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后不死心，经常
派飞机空袭大陆。就在几个月前，他们
空袭了南苑机场，造成了人员伤亡。如
果开国大典时遭空袭，那损失可就大了。

聂荣臻深入分析了敌机的特点后，
向毛泽东等提议，将大典时间安排在下
午 3时。这是因为敌机长途奔袭，大多
上午行动，下午一般不出动，这个时段敌
机从所占机场起飞，向北平飞行，都将面
对太阳，在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难
以在天黑前返回，增加了其空袭的难
度。毛泽东等同意了。聂荣臻向参加大
典的部队发出了一道命令：如遇空袭，要
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
队形。游行群众也事先被告知，遇有空
袭不要乱跑，听指挥。受阅骑兵方队对
1978匹战马进行了有干扰条件的训练，
还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按照原定的阅兵方案，空军不参加
阅兵式，因为那时飞机没几架、飞行员也
不多。但是，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不甘
心。8月下旬，他们到南苑机场探个究
竟。到了飞机跟前，见了飞行员就问：
“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接受检阅？”“现在
能飞给我们看看吗？”得到肯定的答复
后，他们找个地方坐下，看着 P-51型飞
机一架架腾空而起，又编队飞行，然后安
全落地。他们心里有了底。几天后，聂
荣臻又陪同朱德来到南苑机场。17 架
飞机作了表演，按不同的机种从观礼台
前飞过。朱德和聂荣臻为飞行员的表演
热烈鼓掌，心里也踏实多了。二人回去
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这才决定开国
大典上空军也要出动。

10月 1日下午 2时 55分，毛泽东、朱
德一前一后，沿着西侧的古老梯道，最先
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毛泽东庄严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
天成立了！”阅兵式开始，朱德走下天安
门城楼，乘敞篷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
南的聂荣臻向朱德致军礼，并报告：“受
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
总司令检阅！”聂荣臻同车陪同朱德检阅
了三军部队，之后分列式开始，群众游行
也顺利进行。

全面筹划庆典方案
■王志英 李增温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诞生的
这一天，一位四川籍大个子飞行员带领
空中受阅飞行部队，第一个通过天安门
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
就是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击落过美
军飞机的传奇飞行员邢海帆。他一生
经历过无数次的飞行，但开国大典受阅
飞行却是他终生难忘的一次。

1948 年底，邢海帆随叶剑英到北
平参加接收国民党空军的工作，随后
调往东北老航校组织 P-51 战斗机训
练飞行。盘踞在青岛、汉中的国民党
残余空军于 1949年 5月轰炸了北平南
苑机场，给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带来了
严重威胁。8月的一天，邢海帆受命来
到了北平。原以为是担负防空任务，
令他没想到的是，这里新成立了飞行
部队，9月 1日被赋予了参加开国大典
的空中受阅任务，而他就是这个受阅
飞行部队的总领队。

各项准备工作立即紧锣密鼓地展
开。参加受阅的飞行员和飞机陆续从
各军区航空处以及东北老航校抽调入
京。得知要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
行员们激动万分。如何确保圆满完成
这项重大政治任务，需要邢海帆破解很
多难题。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训练时间
太紧了，从受领任务到开国大典仅剩一
个月，对这支襁褓中的部队来说，太短
了；其次使用的装备又“杂”又“旧”。参
加受阅的 17架飞机中，有 P-51型战斗
机、“蚊式”轰炸机，还有 C-46 运输机
和教练机。有的飞机刚从战场上下来，
甚至有些飞机是东拼西凑组装起来的，
编队飞行难度可想而知；再次就是受阅
的飞行员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他
们中有来自国民党空军起义的飞行员，
也有学习归来不久的飞行教官，还有刚
从老航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优秀飞行
员。他们从全国各地集合在一起，要在
短短的 1个月里达到互相了解、密切配
合，圆满地完成这次历史性飞行，困难
不言而喻。

为了确保全队能准确、整齐、安全
地通过天安门上空，邢海帆与大家反复
推敲方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
充分的准备。特别是由于当时防空力
量有限，受阅编队既要完成好受阅任
务，还需要防范开国大典当天敌人的袭
击，最后研究决定在 P-51战斗机分队
中由分队长赵大海和飞行员阎磊带弹
飞行，一旦发现敌情，立即解除受阅任
务，前往拦截。这种带实弹飞越天安门
上空的情形，以后再没有出现过。

受阅飞机没有导航设备，只能凭借

肉眼观察地标和保持罗盘飞行。为了
保持队形，邢海帆带领飞行员们反复进
行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并多次演练。
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刻苦训练，编队飞
行已初见成效。9月 23日，全队进行实
地预演。邢海帆带领由 9架 P-51战斗
机组成的 3个分队飞在最前面，准确通
过天安门上空，预演的成功让大家倍受
鼓舞。之后，全体飞行员庄严宣誓：“我
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
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
建筑物上”。

1949 年 10 月 1 日，全体受阅飞行
员一大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共同迎接
这个伟大的时刻。下午 4点，无线电里
传来了地面指挥员发出的“起飞”命令，
参加受阅的 17架飞机依次从南苑机场
起飞，然后按预定计划的航线、高度、速
度出航，在通县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
命。4点 35分，无线电里传来了“空中
受阅开始”的命令，邢海帆带领这支空
中受阅飞行部队，满怀信心地飞向天安
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圆满完成了开国大典受阅任务。

晚上，邢海帆身着飞行服，和飞行
员代表一同参加国宴，朱德总司令高兴
地对他们说：“你们飞的很好嘛，从现在
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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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第一次知道开国大典的事，
是 1949 年的 6月初。时任第 20 兵团司
令员的他，在中南海受领布防平、津、塘、
秦的任务时，听周恩来谈了有关建国大
计的内容。“七一”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
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等为副主任
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了开国大
典三项重大活动。杨成武任阅兵副总指
挥并兼阅兵指挥所主任。

他受命后的第一项工作，是主持起
草《阅兵典礼方案》，内容包括受阅部队
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
阅前的训练等。方案拟出后，聂荣臻向
毛泽东、朱德等汇报了基本设想，杨成武
汇报了阅兵安排。毛泽东说，我们历来
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
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身经百战的杨成武深知“初战”的重
要，虽然不像战场上那样紧张激烈，但要在
一定时空里展现出解放军英雄气概，同样
很不容易。他一边组织平津周边防务，一
边组织阅兵准备工作，不敢掉以轻心。

他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
军兵种抽调人员组建了阅兵指挥所。从
第 20兵团、平津卫戍区部队抽组分列式
的部队，协助指定了海军和空军的阅兵
部队，共 1.64万人。这是一场具有特别
意义的盛大礼仪。杨成武深感责任重

大，查阅了许多阅兵资料，还四方求教。
最先拜访的是早年留学苏联、知悉莫斯
科红场阅兵的刘伯承，后请教陈毅，拜访
了原国民党东北军的几位老将军，还听
取了苏联顾问意见。

8月17日，杨成武到天坛阅兵训练场
现场查看情况。他与来自天津警备区部队
的干部战士交谈，感觉官兵受阅的光荣感
很强，训练很认真刻苦。时值三伏，有的战
士当面将鞋子脱下来让杨成武看，说才穿
几天的新布鞋鞋底就破了。杨成武说，还
得准备磨破几双！有的老兵认为训练单
调、枯燥，没有在战场打打杀杀痛快。杨成
武就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从队列队形开始
讲，讲到了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诸葛亮摆布
八卦阵，说“阵”实际上就是变化的队列，
“队形”是在养成一种优良作风、英雄气概、
崇高品质；要通过外形、动作，告诉全国和
全世界人民，这就是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
的正义之师！

9月下旬，杨成武在天安门组织了两
次地面部队夜间合练，每次都进行到拂
晓才结束。聂荣臻给杨成武提出了许多
细节性要求，甚至要求就是遇到敌机空
袭，也要原地不动，保持队形！对此，杨
成武不敢懈怠，按照要求一个个认真检
查落实，直到所有步骤、细节全部到位。

1949年的 9月 30日，杨成武和唐延
杰受命以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的名义，
向受阅的三军部队下达了命令，明确了各
部队的入城路线、集结待阅地点、各指挥
分所的位置，重申了以前阅兵会议规定的
注意事项。午夜，各部队开始入城集结。
杨成武的指挥位置设在天安门城楼下的
东侧，以有线电话与各指挥分所联系。

10月 1日午饭后，杨成武就赶到了
指挥位置。他拿着开国大典仪式安排，
对着秒表开始计时。通过扩音器，他听
到了雄壮的国歌乐曲，听到了毛泽东向
世界的郑重宣告。终于等到了，林伯渠
秘书长宣布了阅兵开始的命令。

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同车陪同下，
检阅了三军部队。随后，杨成武用电话
向东三座门外的指挥分所发出分列式开
始的指令，这时候是他最幸福、也是最紧
张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士
注视着，广场上 30万人民群众注视着。
杨成武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最先通过天安
门主席台前的水兵分队，步兵师方队走
过来了，炮兵师方队、战车师方队开过来
了，空中编队临空了，直到最后 3个骑兵
方队整齐通过。

在检阅式和分列式两个多小时里，杨
成武未敢离开自己的指挥位置，心随着受
阅方队一次次走过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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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那天，时任华北军区政治
部《华北画报》社摄影记者和采访组组
长的吴群，全程参加了开国大典的新闻
报道。当 54门礼炮齐鸣 28响，毛泽东
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按动电钮亲自升起第一面五
星红旗的时候，吴群身着军装，手持照
相机，佩戴着有大会会徽的证章，在天
安门前全程拍摄了参加开国大典的 30
万军民的喜庆欢腾景象和阅兵式的威
武雄壮。这些摄影作品不仅记录了吴
群现场所看到的一切，更充满了摄影者
的真挚情感和喜悦心情，成为记录新中
国诞生的经典作品。

这一年的 9月，北平市中南海群贤
毕至，共商建国大计。在那里，相继召
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当时，吴群作为军队摄影
记者，全程参加了大会筹备会新闻处摄
影科工作，和陈正青、侯波、林杨、杨振
业、孟昭瑞一起，担负两次大会的记录、

摄影与图片发稿任务，具体报道新中国
是怎样经过人民代表的充分协商、周密
规划设计而诞生的。

吴群是人民军队成立以来较早从
事摄影工作的新闻工作者。抗日战争
时期，他就担任了晋察冀画报社的摄
影记者，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了全民抗
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为
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吴
群永远不会忘记，与他一起为记录抗
战而牺牲的摄影战士韩金生、何学博、
席相波、刘士珍、雷烨等；他也无法忘
记在淮海战役前线拍摄打坦克照片时

牺牲的摄影员门金中……他们没有看
到新中国的成立，也不能来参加开国
大典的摄影采访了。想到他们，吴群
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开国大典的
摄影报道工作做好。

1949年 10月 1日下午 3时，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时,天安门城楼
的琉璃瓦椽下张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的醒目标志，
下面吊着 8个大红宫灯，天安门城楼的
红墙上挂上了崭新的领袖像和两条大
标语，城楼两边红旗迎风飘扬，映衬得

古老的华表也愈发挺拔。
从战火中走来的人民军队官兵，以

饱满的精神状态通过天安门广场，迎接
新中国的诞生。此时，吴群一直盯着受
阅部队，聚精会神地取景，选择最佳时机
和最佳角度，按动照相机的快门。当时，
受检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是第
199师、独立第 207师第 619团。在迎风
招展的八一军旗引导下，由来自江西的
红军老战士、师长李水清率领，官兵身着
崭新的军服，手持缴获的各种武器，雄赳
赳、气昂昂地分列通过东三座门。当队
伍进入天安门广场时，吴群迅速把它抓
拍到手。这是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的一个
动人瞬间，也是一幅威武雄壮的人民军
队胜利进军图！受阅的步兵头戴钢盔、
背着上了刺刀的枪，在金水桥畔昂首挺
胸、阔步前进……随后，一张张受阅部队
的精彩画面，逐一摄入吴群的镜头。

如今，吴群所拍摄的一系列开国大
典阅兵式的照片，还完好地保存在解放
军画报社资料室里。

用镜头记录精彩瞬间
■李韶峰

1949年 7月 15日，对时任骑兵第 3
师第 3团保卫股股长的封绩来说非常
难忘。这一天，他们接到命令，将要代
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参加开国
大典。7月 17日，全师在张北县公会镇
召开动员大会，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
示，官兵无不感到自豪与光荣。7月 20
日，骑兵第 3师奔赴万全县集结，按照
受阅编队方案共选出人马各 1979 名
（匹），编为红马团、白马团、黑马团共
12个方队。封绩属白马团方队。

一周后，骑兵方队进驻京郊东北
旺、回龙观地区投入阅兵训练。为了
达到上级“整齐、威武、安全”的要求，
大家苦练加巧练。当时正值三伏天，
几乎每天挥汗如雨。受阅方队排面是
6匹马并列，要求人与人齐、马与马齐，
其中马齐是关键，而且难度也很大。
师团领导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
结合训练实践出主意想办法。最后总
结出两条经验：一是受阅官兵要爱护
战马，培养人与马的感情，把战马驯
服；二是人骑在马上，不要将缰绳、嚼
子提得过紧或放得过松。过紧，马就
高抬头走碎步，左右摆动，走不齐；过
松，马无约束，马头高低不齐，看起来
不够威武、精神。只有松紧适度，人在
马上再以余光扫视左右，随时调整马
的位置，才能标齐。这些办法还比较
管用，练了几天，两个“齐”的问题基本
解决了。

封绩骑的白马还算听话，就像亲
密战友一样相处。为了让马有足够的
营养，保持旺盛精力，封绩经常是自己
少吃一些，把省下来的饭喂马吃。遇
到改善伙食时，他还将有营养的鸡蛋、
油条等留给这位无言的战友。每天训
练完他都拿着毛刷、梳子和温毛巾，给
马梳毛、洗身、擦马掌，把战马收拾得
干干净净。

为了训练战马适应开国大典的环
境，能够在人声嘈杂的热闹场面中保持
不受惊吓，大家多次组织驻地群众进行
模拟训练，朝着列队行进的战马挥舞彩
旗、呼喊口号、敲锣打鼓，甚至投放鞭
炮，战马的承受能力慢慢增强了，达到
了站得稳、走得齐，人马各成一条线、队
列整齐划一的要求。

1949 年 10 月 1日 15 时，受阅部队
列队在东长安街上屏息静待。16时 35
分，阅兵式正式开始，朱德总司令在聂
荣臻总指挥的陪同下驱车检阅。分列
式开始后，最后出场的骑兵方队伴随着
《骑兵进行曲》威武雄壮地进入了大家
的视线，马蹄声声，战刀闪闪，博得了观
礼台上阵阵掌声。党和国家领导人在
天安门城楼上向大家挥手致意。

在这幸福的时刻，封绩和战友们多
想看看领袖们的风采，但他们的步伐不
能有半点错乱，精力不能有丝毫分散，
只能在“向右看”的一刹那，感受一生中
最难忘的荣光。

骑马通过天安门
■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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