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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年前的 10 月，中外记者汇聚北

京 ，采 访 报 道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开 国 大

典。国内主要新闻媒体均派出精兵强

将，以多种形式报道这一世纪盛典。

媒体开设专版报道大典盛况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开国大

典准时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

了实况广播，通过无线电波将大典盛况

传播到全国各地及海外。千千万万的

听众聚集在收音机前或是高音喇叭周

围，聆听来自北京的声音，热切期盼着

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新华社在当天的报道中说：“下午

三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

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副主席、各委员就位，乐队奏义勇军进

行曲，毛泽东主席宣布说：‘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

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

中 国 首 都 徐 徐 上 升 。 这 时 ，在 军 乐 声

中，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

《人 民 日 报》在 10 月 1 日 刊 发 消

息《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成 立 盛 典 今 日 在 首

都隆重举行》。10 月 2 日，《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

府公告”为主标题，报道了首都 30 万军

民隆重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况。头版右

侧上方照片是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

府公告，左侧上方照片是朱德总司令阅

兵。左侧下方是社论《不可战胜的人民

国家》，其中说：“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

都将会永远记住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这一天”“在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宣告成

立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确信：我

们已是一个不可被战胜的国家了”。

10 月 2 日 ，《人 民 日 报》第 四 版 是

“开国大典报道专版”，图文并茂。记者

林 韦 采 写 的《记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成 立 盛

典》中说：“经历过无数次深重灾难的中

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这个可

珍 贵 的 时 刻 ：它 宣 布 了 旧 中 国 完 全 死

亡 ，宣 布 了 人 民 的 新 中 国 的 诞 生 。 中

国，中国人，将不再是屈辱的殖民地与

殖民地奴隶的代名词，而要永远地受到

全 世 界 爱 好 和 平 民 主 的 人 民 的 尊 敬

了。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屹立于世界和

平 民 主 阵 营 的 祖 国 ，有 了 真 能 保 护 自

己，代表自己的政府。”

10 月 1 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是醒目的大黑体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

诞生”，并发表了社论《伟大的光荣的日

子》。10 月 2 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继 续 用 大 黑 体 标 题“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成

立”，第四版用了几乎一个整版报道了

开国大典的盛况。

振奋人心的阅兵式

10 月 1 日，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

阅兵开始。新华社报道：“阅兵式由人

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任检阅司令员，华

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

荣臻将军任阅兵总指挥。朱总司令驱

车检阅各兵种部队回到主席台上宣读

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受阅部队随即

分列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前后历

时三小时。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

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

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十

四 架 在 广 场 上 空 自 东 向 西 飞 行 受 阅 。

在阅兵式中，全场掌声像波浪一样，一

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人民日报》记者林韦在报道中描

绘道：“我国年青（轻）的海军部队与空

军部队，第一次公开的（地）列队出现在

人民领袖和广大人民的面前了。海军

陆战队整齐的步伐、焕发的精神，使人

坚信它们既从无变成有，必将从小变成

大。随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鼎盛，我

们会建设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空军成

列成队地飞过会场的上空，人丛中帽子

飞舞起来，手巾挥舞起来，手里拿着的

报纸和其他物件都飞舞起来。人们随

着军乐队奏出的解放军进行曲的响亮

节奏拍着手，合着拍子，发出这样那样

的声音，几十万的脉搏同速地跳动。”

《人民日报》记者而东、江夏在《祖国

的坚强守卫者》中，详细介绍了参加开国

大典阅兵式的两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一

支是华北某部炮兵团，另一支是华北炮

兵第 2旅第 1团第 2营 5连。

《人民日报》记者柏生、家炽采写的

《我们飞行在人民首都的上空》，详细报

道了参加检阅的空军战斗机群。“在辽阔

的机场上，一排排银色的、绿色的、灰色

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两旁。

所有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

身和翅膀一律饰以镶金黄色边的红星，

机尾是红白相间的条纹。这些飞机都是

美国货，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有的被空军

健儿驾驶起义，有的经人民解放军地面

部队所俘虏，现在已全部变为人民自己

的武器。当我们到达机场的时候，人民

空军的飞行员正精神奕奕，整装待发，准

备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隆重

阅兵典礼。”版面上还刊登了编辑马凡陀

写的一首诗《红色的战斗机群》：“在共和

国的元旦，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坐着

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北京上空！我心

跳，我兴奋，我欢呼！”

迎来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

阅兵结束后，长安街华灯璀璨，群

众游行开始。新华社记者李普在《开国

大典》中写道：“天安门广场上的灯笼火

把全都点起来，一万支礼花陆续射入天

空。天上五颜六色的火花结成彩，地上

千千万万的灯火一片红。”

《人民日报》记者寒青在《首都十月

一日之夜》中描述了数万群众涌向天安

门的情景。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起立

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蓦然间，

万朵彩色礼花照亮天安门广场的夜空。

群众游行结束后，人们仍然不愿离

开天安门广场。无数彩色的礼花在广场

四周绽放，军民载歌载舞，在彻夜未眠中

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缕曙光。

新闻记者笔下的开国大典
■郑学富

文化博览

1949 年 10 月 2 日《人 民 日 报》头

版。 资料图片

我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是在新兵

连看的。

那 年 ，刚 刚 高 中 毕 业 的 我 参 军 入

伍，从豫东平原的小村庄来到祖国最北

端的某炮兵团。12 月份正是东北最冷

的时节。每天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

寒中，我们开始了忙碌的新兵训练。

入伍半个多月后，一天下午，班长

告诉大家晚上要组织看电影，战友们立

刻围拢过来。我兴奋地问：“班长，啥电

影？”班长神秘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

了。”由于心里充满了期待，那天的晚饭

我吃得都少了些滋味。

北方的冬天，天黑得早。晚饭后，新

兵们喊着响亮的呼号，迈着整齐的步伐

来到大礼堂。看电影前，值班干部向我

们提了要求，特别强调看电影时必须端

坐静看，看电影也是在练作风。坐下后，

我偷偷观察左右，礼堂大而空旷，每个战

士腰杆都挺得笔直，全场鸦雀无声。

灯熄灭了，一束光投射到舞台，绝

美 的 画 面 在 银 幕 上 铺 开 ，让 我 终 生 难

忘。一轮巨大的红日下，映射出一对父

子打铁的剪影。在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中，画外音传来父亲对儿子的嘱托：“孝

敬我，不如孝敬国家，既然当兵了就好

好报国。”伴随着强劲有力的打铁声，银

幕上出现了片名《弹道无痕》。

用 现 在 的 眼 光 看 ，这 部 电 影 的 故

事并不复杂。铁匠的儿子石平阳带着

父亲的嘱托参军来到炮兵某部。在部

队 大 熔 炉 里 ，经 过 组 织 的 培 养 和 班 长

李四虎的“锻打”，他很快成长为训练

尖 子 和 连 队 的 骨 干 。 虽 然 表 现 优 异 ，

但是现实中的阴差阳错让他一再错失

成为一名军官的机会。面对梦想的一

再破灭，他没有抱怨，也没有像班长李

四 虎 那 样 选 择 退 伍 ，而 是 坚 持 心 中 理

想 ，在 平 凡 的 岗 位 上 默 默 坚 守 了 8

年 。 在 一 场 演 习 中 ，他 凭 借 过 硬 的 射

击技能赢得了首长和指挥员们的敬意

与肯定，最终被破格提拔为炮兵连长。

当时，刚刚穿上军装、同样怀揣梦

想的我，被影片中传递出的那种昂扬向

上的精神力量深深震撼了。电影以写

实的风格展现了基层部队的训练和生

活。电影中的战士操的炮跟我们操场

上的大炮一样，甚至连班长李四虎的严

格要求也跟我的班长一样。看完电影，

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感觉热血沸腾，

浑身充满力量，恨不得像石平阳那样一

头扎进训练场开始加练。

晚点名时，班长让大家谈谈观影体

会。我说：“我要像石平阳那样当一个

好兵。”战友们听后都笑了，我感觉脸刷

地一下红了。班长没有笑，他郑重地对

我说：“有目标很好，但更要有行动。希

望你能在下次体能考核中突破自己，做

个好兵。”那晚，我在日记本上认真地写

下了“我要当一个好兵”。

当时，虽然入伍不久，但体能训练

强度已经让体能偏弱的我感觉有点吃

不消，有时腿疼得连蹲下都吃力，甚至

一度得了“体能训练恐惧症”。每次体

能训练前，我感觉心里发慌、嗓子发紧、

双手发凉，加上室外打着呼哨般呼啸的

北风与班长们严格的要求，总让我胆战

心惊。特别是 3 公里训练，对当时的我

来说，每一次都如同长征般漫长。

还记得看完电影的第二天，连里组

织 3 公里考核，借着电影传递的精神力

量，我似乎多了些信心。然而，理想美

好，现实“残酷”。当我大口大口喘着粗

气，腿像灌了铅一样迈步困难时，脑子

里总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说“放弃

吧”，另一个说“坚持啊”。为了鼓励自

己，我边跑边在脑海里回想电影中石平

阳挖驻锄比赛的场景，想着班长教的调

整呼吸、用摆臂带动步幅。在这种坚持

中，虽然身体感觉依然痛苦，但似乎轻

松了一点。就这样，当我冲过终点时，

竟然比之前的成绩提高了几十秒。这

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精神力量带来的自

我超越。

从此，我似乎找到了克服“体能训

练恐惧症”的法宝。每次训练，感觉坚

持不住时，我就一遍遍在脑中回忆电影

里的片段激励自己。石平阳的故事陪

我走过了 3 个月的新兵连生活，也帮助

我锚定了一个目标“当一个好兵”。

转眼之间，我已从一名新兵变成了

老兵，却依然觉得自己离当一名好兵的

标准还有很大差距。每当在光荣与梦

想间奋斗，在拼搏与痛苦中挣扎时，我

总 会 想 起 当 初 这 部 电 影 给 我 的 激 励 。

它让我在兵之初懂得了什么是坚毅的

品格，什么是无私的精神，什么是朴实

的作风，什么是一个好兵。我也永远记

得电影中的那句台词：“一个优秀的炮

兵应该像一颗炮弹，在空中划过一道漂

亮的弹道，最后命中目标。”

难以忘怀的《弹道无痕》
■张铁梁

阅 图

2019 年 7 月，从军校毕业的我带着

一纸派遣单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临行

前，讲授《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周伟业教

授曾叮嘱我，延安是红色资源的富矿，去

了延安一定要到清凉山下的延安新闻纪

念馆参观，那是“新闻人的根”。

于是，我到单位报到后的第一次周

末外出，便来到这座独具延安特色的窑

洞式纪念馆。

当 尘 封 的 历 史 照 进 现 实 ，我 在 移

步 换 景 的 参 观 中 ，触 摸 到 锈 迹 斑 驳 的

油 印 机 、聆 听 到 延 安 新 华 广 播 电 台 的

播音……这些历史记忆汇成一段难忘

的红色新闻史，让人近距离感受到延安

时期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力量。我被革

命前辈们的精神感动着，也为自己是一

名党员、一名军人和一名新闻专业的毕

业生感到自豪。

走出纪念馆，望着屹立的宝塔山，

我的耳畔仿佛响起那首信天游：“宝塔

山山高高，延河水水清清，信天游唱了

一年又一年，咱百姓年年都唱朗格格的

东方红……”宝塔山，在中国的西北角，

见证着革命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点亮

了祖国的万里山河。

漫步在延安的大街小巷，不禁让人

思索，在这片热土之下，中国共产党人究

竟扎下了怎样的根？发生了哪些精彩动

人的故事？为何能在历史长河中描绘出

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

后来的日子里，带着这些疑问，我在

革命圣地延安的寻根版图逐渐扩大。

作家何其芳给了我启发。他在《我

歌唱延安》中写道：“在青年们的嘴里、耳

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

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循着这“洪亮的动人的音调”，我经常利

用周末休息时间去延河两岸的红色革命

旧址寻根拜访，倾听那些铿锵的历史足

音。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

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

个晴朗的周末午后，阳光穿过树叶落在

“为人民服务”讲话台上，留下一片闪亮

的光斑。置身于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

我在那里重温了 1944 年 9 月 8 日，毛主

席在追悼张思德同志的会上发表的经典

讲话。

我抬头仰望着高大的张思德雕像，

仿佛能感受到一股冲破时空的力量。我

想，这大概就是寻访红色革命旧址带来

的收获。

走进延河岸畔的杨家岭，可以看到

毛泽东同志在窑洞前种过的菜地没有荒

芜，田埂依旧清晰可见，茂盛的农作物茁

壮生长，使人联想到当年的大生产运动

中，人们辛勤劳作的火热场景。继续探

寻，在中共七大会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

址，我仔细观看那些老照片和实物展陈，

仿佛置身于热烈讨论的现场，历史的回

响在山风中久久回荡。

走出杨家岭，延河再次映入眼帘。

作为黄河的一级支流，它吸引着我的目

光投向远方。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

在咆哮……”又一个周末，站在黄河壶口

瀑布的岸边，我被河水汹涌奔腾的气势

震撼，不由自主地唱起了《黄河大合唱》

中《保卫黄河》篇章。

那一刻，黄河水撞击岩石溅起的水

滴扑面而来，用巨大的声响冲击着人们

的耳膜和心房。

我知道，流经红色革命旧址的延河

水也包含其中，它在用自己的方式传唱

着历史的辉煌篇章。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岁月里，孕育了

伟大的延安精神，使得延安宛如一块巨

大的磁石，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

让我在寻根之旅中印象深刻的是，

1937 年 11 月上海沦陷后，一批爱国青年

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历时 13 个月，徒步

一万多里，到达延安。当他们到达延安

时已是衣衫褴褛，但每个人依然斗志昂

扬，高唱着自编的歌曲：“割掉皮肉还有

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

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如今，当我深入学习延安精神，重温

那些令人动容的红色故事，我终于明白

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条件艰苦的

延安，为何会成为千千万万有理想、有抱

负的青年心中崇高的革命圣地。

因为延安有我们共同的根，因为延

安是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因为延安精

神永远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圣

地

寻

根

■
李

超

我的周末时光

今年老兵退伍，单位按照惯例又一

次组织篝火晚会。看着即将退伍的老班

长穿着大衣坐在篝火旁，眼里噙满泪水

的样子，我不禁想起第一次参加篝火晚

会的场景。

刚到新兵连那阵，为了让我们能有

个适应期，除了正课时间外，其余时间大

多是由班长带着各班的新兵做做体能小

游 戏 ，或 是 让 新 兵 轮 番“ 上 台 ”展 示 才

艺。大家对这种活动热情很高，争着展

示自己。唯独我因为想家，对部队里的

一切好像都有种莫名的抵触，更别说主

动参加活动了。尽管班长多次找我谈

心，但依旧收效甚微。直到后来，班里接

到上报国庆节篝火晚会节目的通知，我

因和班长的一个约定，直接登上了新兵

营的“大舞台”。

记得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班长召

开了班务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

着篝火晚会的节目，可快到熄灯时也没

商量出个所以然来。无奈之下，班长放

出“狠招”，对我们说：“谁要是给咱们班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允许他连着一

周点完名后给家里打电话。”

那时，连里规定新兵只有在休息时

间或是有特殊情况时，才能用班里的座

机给家里打电话。班长的承诺让当时思

家心切的我，一下子兴奋起来。

“我来！不就是一个节目嘛。”就在

大伙还费尽脑汁想节目的时候，我站了

起来。

“你会啥才艺？”班长和大伙儿都诧

异地看着我。

“跳舞！”

那晚，我无比自信地看着班长在节

目单上写下我的名字。

“听说还有人会跳舞。”节目报上去

后，新兵们私底下都在谈论。

其实，班长和战友们不知道，我在入

伍前就在学校里参加过一次校园集体舞

比赛，虽说动作简单，但我坚信绝对够

用。

接 下 来 的 日 子 ，班 长 彻 底 把 我 当

成了“宝贝”。他不仅每到空闲时就在

俱 乐 部 陪 我 排 练 ，而 且 还 给 我 买 了 一

大堆饮料、零食。我在享受这种“特殊

待遇”的同时，在课余时间全身心投入

到 节 目 排 练 中 ，日 常 训 练 也 比 从 前 更

加积极主动。

国庆节篝火晚会如期而至。还没

等吃晚饭，新兵们就在班长的带领下开

始张罗起来。牛腿粗的木柴被一根根

立在营区的院子里，所有人都表现得异

常兴奋。尤其是即将登台献艺的新兵

们，很多紧张地连饭都没吃几口就匆匆

跑来，忙着准备服装、道具。当然，从来

没有在这么多战友面前“露过脸”的我，

比其他人更加紧张，心早就提到了嗓子

眼。

那场篝火晚会从开始到结束整整两

小时，节目有诙谐幽默的“三句半”、让人

捧腹的原创小品……轮到我时，我心一

横跟着音乐扭了起来。我也不知道跳得

好不好，只听见所有人都在为我鼓掌、欢

呼，甚至欢呼声一度淹没了音乐声。节

目结束后，我兴奋地问班长效果如何？

班长笑着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非常

好！”

晚上点完名后，班长指着座机问我：

“打不打电话？”

“打，咱班战友一人打一次，正好七

次，我不用天天打。”我想都没想回答道。

篝 火 晚 会
■李 江

迷彩芳华

如同一篇文章必须反映一个

思想主题一样，一幅优秀的摄影

作品也应当聚焦一个主题。这个

主题越鲜明、越深刻、越耐人寻

味，作品越有价值。

《兵林刀影》这幅作品，拍摄

于 2015 年胜利日大阅兵的训练

场。它巧妙利用了光与影的角

度，使一列正在持枪训练的军人

投在训练场上的影子，仿佛变成

了一把把锋利的尖刀，生动彰显

着军人的精神本色，令人印象深

刻，过目不忘。

摄影图片不会开口说话，它

只 能 通 过 光 与 影 来 赋 予 其 灵

魂。因此，要表达和凸显摄影作

品的思想内涵，就要巧妙布局构

图，用摄影者的慧眼赋予作品独

特的魅力。 （点评：奔牛）

兵林刀影
■摄影 朱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