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片沸

腾，三十万军民齐聚，共同见证一个国家的新生。
从历史资料中我们可知，当年开国大典的

流程是：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重要讲
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中，毛泽东亲自按
下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徐徐升
起，众人集体行注目礼；象征着新中国当时五十
四个民族、英勇奋斗二十八年取得最终胜利的
五十四门礼炮，鸣炮二十八响；毛泽东向全世界
宣读新中国第一号公告。

之后，是盛大的阅兵仪式。阅兵司令员朱
德在华北军区司令员兼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
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受阅
部队。检阅完毕，朱德回到天安门城楼，用洪亮
的声音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我命
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
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
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解放一切尚
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
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阅兵式上，朱德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一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分
列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部队的步兵、
骑兵、坦克、大炮、汽车等，以连为单位，列成
方阵，由东向西以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与
此同时，刚刚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方
阵，凌空掠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阅兵式
持续近三个小时，之后就是群众游行。
当时，戎马一生的朱德总司令感慨不已，他

兴奋地说：“十八年前，我们红军在江西瑞金举
行过一次空前规模的阅兵，十八年后，我们又在
天安门前阅兵了。十八年啊，今非昔比啊！”
可以说，朱德在检阅部队之前，一直都在天

安门城楼上，站立于毛泽东身边。检阅后，他又
登上城楼，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人民
群众一起欢度庆典。可照片中为何没有朱德
呢？原来，这与摄影记者的拍摄有关。

二
在历史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国大典当

天下午3时，在响彻云天的欢呼声中，毛泽东和
朱德并肩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
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偏窄、空间有限，受名

额限制以及出于安全考虑，获准登上天安门城楼
的人并不多，各界代表人士人数控制在六百余
名。领袖们的警卫员，只有毛泽东和朱德的两个
贴身警卫员跟随上去；除受邀参加拍摄的苏联摄
影记者外，被批准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中国摄
影记者只有三人，当时32岁的《东北画报》摄影记
者陈正青是其中之一。在新闻摄影领域，摄影水
平高超的陈正青被委以重任，负责拍摄党和国家
领导人，并承担主要发稿任务。

在并不宽敞的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想要
拍摄出一张完整的照片，无疑是一件难事，特别
是定格记录那个激动人心的伟大时刻。当毛泽
东按下装在城楼上的电钮，亲手升起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时，天安门城楼上的人
们沸腾了！之后，他们争先恐后地簇拥在领袖
周围，记者们也都蜂拥上前，抢拍这一重大历史
瞬间。而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朱德为了腾出空
间，方便记者们拍摄，便从领袖们站立的前排位
置中退后了一步。
当时，观礼台上人声鼎沸，毛泽东和其他党

和国家领导人都站在离护栏不远的前廊上。因
为走廊窄小，栏杆之前可以供记者走动的余地
很小。若这时举起相机，领导人就近在咫尺，拍
出来的效果不会理想。

为了寻找最佳拍摄角度，完整记录这一历
史性时刻，陈正青靠上了一根汉白玉栏杆。这
根栏杆，距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非常近，

但陈正青早就观察到，只要把身子探出汉白玉
栏杆外面，就能拍到全景。于是，追求完美、专
注认真的陈正青为了拍摄理想的照片，倚着天
安门城楼的汉白玉栏杆，不断调整身体，尽量将
身体往后仰，以便能拍出更完整的画面。
但是，专注拍摄的陈正青身子悬在半空中，

身体重心已经移到了栏杆以外，也没有意识到
可能坠落的危险。正在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朱
德，这时发现了险情：一旦陈正青稍有不慎倒栽
出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朱德急忙快步冲上
前去，用双手紧紧地抱压住陈正青的双腿，帮助
他完成了这一次伟大的拍摄，而朱德自己却留
在了镜头之外。
由于朱德的挺身而出，保护了陈正青，成就

了其经典之作《开国大典》。多年后，陈正青讲

起这段往事，依然十分感动，双眸总是会含着泪
水。他说：“如果没有朱老总，我就可能以身殉
职，成为开国大典上的烈士了。”

三
尽管陈正青非常遗憾没有将朱德摄入开国

大典的经典照片，但他拍摄的《朱总司令在天安
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亦
作《朱总司令发布进军命令》）一帧，同样展现了
在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庄严时刻，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和风采。
这张照片目前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
藏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少数报刊资料说朱德
救助的是苏联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一位叫科雷
洛夫的摄影师，但主流说法是陈正青，有朱德的
贴身警卫管开智和陈正青本人的回忆和旁证，
且陈正青是分工拍摄开国大典中央领导人画面
的负责人，较为可信。

虽然时光久远，并未留下更多史实资料以
供考证，但无论是谁，朱德救助摄影记者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
俄罗斯第一频道曾播放的中国彩色纪录片

《中国的重生》第二集《伟人毛泽东》，在记录
1949年开国大典的彩色影像中，都显示确实有
中国记者将半个身子探出围栏进行拍摄。而在
其他视频片段中也能看到，在毛泽东发表讲话
时，朱德是站在下方围栏处的位置，印证了当时

朱德可能在救护协助陈正青拍摄的情况。
在有关朱德自己的回忆和文集中，却从未

提及这个细节。1966年11月，一位意大利记者
曾问朱德：“您想在您身后留下什么样的名誉？”
朱德淡然地回答：“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朱德
元帅戎马一生，从1930年起就出任红军总司
令，被称为“红军之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从
南昌起义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革命的危难关
头，朱德多次挽救了党和军队，并指挥千军万马
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可谓功勋卓著。但是，他
从不居功自傲，不争名位，低调做人，不事张扬，
让人肃然起敬。

其实，据特批上天安门城楼的三名摄影记
者之一的女摄影家侯波回忆，亲切帮助摄影记
者拍摄的也不止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开国
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
波就要不停跟拍。当看到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
楼右边时，侯波想拍一个带天安门城楼的毛泽
东侧身镜头，但由于空间十分有限，她只能冒着
危险将身体探出前廊边的矮墙，一再往后撤身
子，但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

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
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拍完后，侯波收
回身体扭头一看，帮忙的人竟然是周恩来总
理。过了一会儿，侯波又急忙换到另一个位置，
也需要把身体探向护栏外。陈云主动伸过手
来，抓住侯波的衣服说：“我来帮你，赶快拍。”和
朱德一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种平易近
人、乐于助人的风范令人温暖而又景仰。

四
开国大典的照片中没有朱德总司令的身

影，总是让人觉得美中不足。时光流转，1951
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之时，作
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党庆节日，中央
决定举办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
是举办党庆画展，这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油
画的诞生提供了良机。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
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三十周年绘画
展览。经过几个月的征集准备，画家们为这
次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还是觉得不
够理想。于是，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
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
的油画，其中就有巨幅油画《开国大典》。当
时年仅37岁的青年画家、中央美术学院知名
教授董希文受命担当这一任务。从开始创作
到局部修改完毕，董希文用了两个多月的时
间，一幅长4米、宽2.3米的巨型油画《开国大
典》便创作完成了，朱德位于第一排从左至右
排首的位置。徐悲鸿看了油画《开国大典》
后，兴奋地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
得一百分。”

1953年4月，中南海怀仁堂里布置了一场
特殊的展览，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参
观董希文的这幅《开国大典》画作，也接见了这
位优秀的年轻画家。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
这幅画时都很兴奋。毛主席还利用接见的间隔
两次返回休息厅，仔细观看画作，连声称赞道：
“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说：“我们的画，拿到国
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
的民族形式。”此后，虽由于各种原因，油画《开
国大典》中的人物也几经修改，但朱德的经典形
象得以保存下来，油画《开国大典》也被誉为“共
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1983年，擅长人物描绘的画家马泉创作了
中国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开国大典的场
景作为主题。2009年，著名画家唐勇力历时三
年创作而成巨幅中国画《新中国诞生》，也再现
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六十多位委员在开国大
典上的形象。连同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
这三幅佳作都刻画了朱德气宇轩昂、精神振奋
的伟人形象，不仅展现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
时刻，也弥补了朱德未能在经典传世照片《开国
大典》中留下身影的历史性遗憾。

油画《开国大典》是一
幅当代名作，由我国著名油
画大师董希文于1 952年至
1 953年间耗时两个多月创
作完成。该油画描绘了
1 949年 1 0月 1 日开国大
典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
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
历史性一刻。从油画中我
们可以看到，党和国家主要
领导人集体站立，神采奕
奕，其中也包括意气风发的
朱德。

然而，在著名记者陈正
青拍摄的经典传世照片《开
国大典》（亦作《毛主席在天
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却
没有了朱德的身影。朱德
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第一
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司令，开国大典上他本该像
油画《开国大典》所绘那样，
站在国家主席毛泽东身边
的，为什么照片中没有呢？
本文为您讲述其中原委。

《开国大典》陈正青摄

《开国大典》董希文作

经典照片《开国大典》
背后的故事

王厚明

“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

1947年 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
风店打了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
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罗历戎是黄埔军校
毕业生，被俘后见到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的聂
荣臻，开口便说：“人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
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了，算是送给老师的见
面礼吧。”

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音乐队队长的
罗浪闻讯后非常惊喜，赶紧请求上级把军乐队
留下来。几天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军区宣
传部副部长的张致祥：“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的
军乐队收容过来。”受领任务后，张致祥对罗浪
说：“赶紧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
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
罗浪和战友单洪顺一起，历时半个月，在保

定、高碑店一带找到了所有军乐队队员。经过
组织政审、鉴定和调查，最后确定留下40人，与
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十多人，经聂荣臻司令
员批准，改编为华北军区军乐队。

1949 年 8月，组织上决定由罗浪负责组
建一支 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此时，罗浪
才知道组建的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兵，而是开国大典。从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到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
武，都再三强调这次阅兵的意义十分重大。
聂荣臻还向全体人员发出一道命令：如遇空
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
原队形。

“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乐曲”

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
为代国歌。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忘了通
知罗浪由他在开国大典上指挥这一首重要曲
目。两天后，罗浪接到了迟来的电话，立即着
手配器。他挑灯夜战，凭着自己对乐曲的理解
和顽强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
歌的总谱配器。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
合国旗上升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要连奏3遍。

国歌确定后，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又要采

用什么乐曲呢？9月初，阅兵指挥所召开会
议，几经讨论，难以定夺。当时有部分人主张
按老规矩办：采用旧军队的阅兵曲即德国的乐
曲；也有部分人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苏联
乐曲。罗浪则提出第三种方案，即用经改编的
我军某些革命歌曲，新中国的庆典，为什么不
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

三种意见争论激烈，这让阅兵指挥所主任
杨成武为难了。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的他让罗
浪连夜起草了一份文字方案，一并上报到中央
军委。当时罗浪所报的曲目是《东方红》《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这

些哼唱了多年的熟悉旋律征服了中央首长的
心，聂荣臻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
请五大书记审阅”，毛泽东随即潇洒地挥笔写下
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9个大字，周恩来批
阅“同意主席的意见”。

200人的演奏 没有错一个音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
典举行。罗浪率领的军乐队已于13时进入天
安门广场待命。200人的军乐队面向天安门城
楼，站成两个方队，各自以10行横队和10行纵
队的宏伟气势奏响同一支威武雄浑的乐曲。此

时，毛泽东和开国元勋们正沿着城楼西侧的古
砖梯道，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14时 30分，紧张而又兴奋的罗浪，悄悄
瞄了一眼军乐队，只见队员们个个仪表端庄、
军姿挺拔，阳光下乐管泛金、乐鼓流银。14
时 50分，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的典礼指挥张
致祥，看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谈笑风生，拾级
而上。此时，罗浪正紧张地盯着张致祥。当
毛主席一行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张致祥立即
向乐队挥起了红绸子。顿时，军乐队奏响了
高昂的《东方红》。15时整，大典司仪林伯渠
宣布庆典开始。
当时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司仪宣布“升国

旗”“鸣礼炮”后，却忘了宣布“奏国歌”。毛主席
的话音刚落，罗浪就准备指挥军乐队演奏国歌，
却未听到司仪发布命令。等了大约半分钟后，
罗浪按预定的程序，果断地指挥军乐队奏起了
国歌，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

司仪紧接着宣布阅兵式开始，军乐队奏响
了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步兵、骑
兵、炮兵和坦克兵等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
共和国年轻的空军也首次驾机掠过天安门广场
的上空……虽然军乐队排练时间非常短，但在
开国大典上，200人的演奏，没有错一个音符。

后来，毛主席对军乐队在开国大典上的出
色表演十分赞赏，兴奋地说道：“我们国家这么
大，天安门又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
于是，1951年初，有关部门责成罗浪负责筹建
一支千人军乐团。聂荣臻为此批示，并专门拨
出经费用于军乐团建设。同年7月，军乐团扩
编为1000人，罗浪担任团长兼总指挥。

开国大典上
他指挥奏响共和国第一个音符

王建柱

1949年10月1日14时30分，北京天安门广场。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罗浪，已经提前率领军乐队站到了天安门城楼的

正前方。作为整个乐队的总指挥，他屏息凝神，微微昂首，盯着天安门城楼。身后，两位分指挥目不转睛地盯着罗浪；再向

后，200名军乐队队员盯着分指挥，紧张而急切地等待着那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15时整，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

立了！”随即，罗浪举起指挥棒，沉着地指挥着军乐队队员精神饱满地演奏了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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