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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10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如期召
开。为了这次大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中国共产

党人费尽了心思，做足了功课。
本文记述的，就是其中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

节。

布置怀仁堂的工作，也是筹备会秘
书处的主要工作。曾在平津战役时为解
放军标注应保护古迹文物的清华大学教
授梁思成，被大会筹备组聘请为主持设
计改造怀仁堂的负责人。

梁思成说：怀仁堂并不是一个理想
的会场。在清末，它正面是正殿，左右
是配殿，朝北是一座戏台，四者围成一
个四合院子，按北平旧习惯，在堂会唱
戏时在院子里搭个天棚，北洋政府时代
也用此方法，以钢铁为架，搭起这座永
久性的“天棚”来，但是它在设计上并
不是很美观。这座“天棚”的修建至少
在35年以上，因为时间久了，上面的
一部分虽好，但地板已开始朽坏，内部
也有许多不适用的地方，尤其是不适于
大会之用。为了让有史以来第一次属于
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怀仁堂顺利举
行，改造工程由梁思成领衔，徐悲鸿、
叶浅予、张仃、钟灵等共同参与设计，

全部建筑工程由公兴顺营造厂承包。
在怀仁堂设计改造时，必须要把大

会的需求考虑进去。首要的是座位。座
位数目原定为722位，最低700位，这
在布置上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另外，
因为大会的重要性，代表们不仅要坐听
而且还要伏案写些东西，同时还要顾及
每个座位都要很容易地看见主席台上的
发言人，于是决定把主席台改成圆形
（旧的拆除），会场座位也按半圆形来排
列，而且要使每一位与会代表坐在座位
上正对着发言人。

主席台本来可以略小一点的，但筹
备会方面为了要顾及以后可能做演出和
晚会之用，要求至少可以扭秧歌和演出
平（京）剧，所以台的尺度稍放宽大，
便于两用。

不仅是座位的改造，还有主席台的
设计、室内环境颜色、灯光及至大门、
二门和会场的休息室，一切都是难题，

但仅用 18 天，梁思成与他的“团队”
就完成了整个会场的改造。容纳692人
座的大会场竣工。

会场完全是按会议要求“定制”
的：主席台为圆形，会场座位也按半圆
形来排列，并且保证每一位与会代表坐
在座位上都能正对着发言人。代表们在
座位上，不仅可以坐听而且还可以伏案
写东西。会场地面随着弧形座位的排列
而成弧形的四层台阶，以这样的设计来
保证坐在后面的代表视线不致受阻。

关于怀仁堂的座位的安排，心细如
发的周恩来更是考虑充分：每位代表人
手一份座席图，自己坐在哪，会场席次
图上一目了然。党派代表席、军队代表
席、特邀代表席在会场中间，团体代表
席、区域代表席、候补代表席在会场两
侧。而每个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都是坐在
第一排的“第一位”，这就是当时与会
代表座席安排的巧妙之处。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南海怀仁堂
主席台的上方，悬挂着巨幅会标“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主席台的后幕上悬挂着政治协商会议
会徽。会徽两侧，并排悬挂着孙中山
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由于新的国旗
还没有最后确定，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旗。开幕式上的政协会徽，是首次
使用。

筹备怀仁堂会场

当然，在大会进行时，还有一些
事情需要代表自我办理。

一是填写 《会议代表大会发言要
点登记表》。登记表主要有代表座位号
数、姓名、会议名称、会议日期和发
言要点等项内容。填写这张表，是为
保证全体会议发言的有序进行。参会
代表 600 多人，每位代表都希望能在
大会上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意见，但会
期只有 10天，全体会议只有 8次，不
可能做到人人都能在大会上发言，为
保证大会有序进行，需要事先有一个
发言要点的填写与申请。另一方面，
有些经大会执行主席同意，临时决定
发言的代表，事先并没有正式文稿，
会后填写发言要点，有利于记录和了
解代表的主要意见，也有利于留档保
存。因此发言要点表格专门在 《发言

代表自我办理事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几个细节
漆亚婷 闫树军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表
司马文森从香港来北平参加政协
会议，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不
开无准备之会。筹备处发一个电
报给某一代表时，早就安排好交
通工具及旅途上的安全，人一起
程，等你上岸的口岸早已接到通
知，为你安排好一切。不管你带
多少行李，只要交给他们就行
了。进了招待所，行李已到房
间。进到招待所后，到大会办公
室报到、拍照，制作通行证。有
这个通行证，才能进出招待所。
住到有浴室和卫生设备的房间
后，工作人员送来 《代表手册》
及半个月的饭票来。”

司马文森说的 《代表手册》，
是每个参会代表人手一册。其详
尽程度，让我们得知，今天的所
有会议议程，包括所有的会议准
备，都是那个时期会议“样式”

的翻板。
7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仔细

阅读这份《代表手册》。这一手册
纵 28.5 厘米，横 12.5 厘米，共 14
页。封面白底红字，上方印有“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名称；中间印有“代表手册”
4个大字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徽；下面分两排印有“秘书处
印”“一九四九年九月”。这是中国
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印制最为精美
的、是中国共产党承办会议及至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第一次
有关会务须知的手册。这份手册，
有8个方面的内容：

一、签到办法
二、使用汽车办法
三、诊疗办法
四、代表席上扩音装置的使用

方法
五、会场注意事项
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

部门负责人一览表
七、各会议室及休息室一览表
八、会场图解
其签到办法有3条：一、每次

全体会议 （包括预备会、开幕式、
闭幕式等），为了节省时间，代表

签到，均采用卡片签到办法。二、
签到卡片由秘书处印制，发给各代
表。三、代表于每次莅会前在卡片
上亲笔签名，于到会时交签到处以
完成签到手续。

使用汽车办法有4条：一、代
表使用车辆，由招待处交通科统筹
供应。二、代表单独使用，可向所
住招待所填写乘车通知单，换取乘
车证，用毕须在乘车证上签名交驾
驶员持回报销。三、开会期间，车
辆全部集中，以供公用。四、因私
事乘用汽车请尽量节约。

会场注意事项有4条：一、代表
在场内如有需要，可向服务员招手，
请勿扬声呼唤。二、代表均发有记事
册和铅笔以供临时记事之用，会场内
不另供给便条及铅笔。三、休息室备
有纸烟、汽水，以供代表使用，场内
不再供给，以免喧扰。四、会场各代
表席均备茶水一杯，开会时不再加
水，如有需要可通知服务员。

司马文森还盛赞会议的组织工
作，他在日记中写道：“如要洗热
水澡，从下午6点时起至11时止，
可以打开水龙头放热水。如你要出
门，只要写一张通知单到交通科，
就会有人安排小汽车，如你需要香
烟、需要洗衣、理发，需要药品，
只要你在领物单写上所需，工作人
员会及时办好。《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两份报纸每天准点送到。在
大会期间，要把近700名的代表从
分散的招待所送到大会场，非易
事。筹备处从天津、上海和北京调
来车辆，在不妨碍当地交通的原则
上，接送代表。代表有固定的乘车
证，老先生乘小汽车，年轻的乘大
汽车。出发半小时前，会有工作人
员摇铃，代表们听到铃声凭乘车证
的号码去找自己乘坐的车。大会确
定汽车分三路进入中南海，分配在
四个停车场。所有代表在原处上下
车。招待所警戒、会场警戒，因是
固定场所，不成问题。但进入会场
的路上的警戒，就比较麻烦。但警
戒提前一个半小时就布置好了。散
会前半小时又照样布置，但并不采
取戒严断绝交通的措施。进入会
场，代表都要签到。为了节省时
间，又能统计开会人数。每位代表
在动身前，都发了一个代表签到卡
片，亲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
期。进入会场时，交给秘书处的工
作人员。这样节省了时间，又便于
统计。试想，如果近700人在会场
门口签到，那要多久才能签完呢？
进入会场极严格，必须持自己的代
表证，毛泽东、朱德也一样。会场
内，每个代表的席位是固定的，每
个代表都有一张席次表，席上每4
位代表即有一个话筒，如想发言，
先举手或起立通知主席，并告诉自
己的席次号，经主席同意，才能发
言。当天开会的程序表，各发言人
当天的讲话词等，由大会新闻处印
好，放在代表的桌上，每人一份。
在开会时，为防代表们疲劳，会间
休息一二十分钟，进茶点、抽烟、
散步。”

司马文森日记中的新政协会议

在《代表手册》里，特别说明了代
表席上扩音装置的使用方法，共有 4
条：一、在会场中除主席台及司仪处备
有话筒（麦克风）外，在代表席上约四
位代表共装一只话筒。二、代表发言
时，如因声音较低不能普及全场，拿起
话筒放在嘴的正前方说话，即可使声音
传达全场。（如声音较高，可不使用话
筒。）三、代表在使用话筒发言时请注
意3点：1.话筒离嘴须在二寸以内，否
则声音不会清楚。2.讲话时务请将话筒
保持直立，（正对嘴前方）如倾斜或放
平，则声音变小。3.发言完毕后，务请
将话筒照原样放回。四、全场扩音器由
总机管制，同一时间内，只能一人发
言，故在代表请求发言时，请先用举手
或起立等方式知会主席，经主席同意指
定发言后，再拿起话筒讲话，否则扩音
器不起作用。惟主席可随时发言，不受
此限制。

按说参加会议的代表不是一般人
物，他们中很多都是著名人士和社会精
英，也算是见过大世面了，在《代表手
册》里详细地教这些人使用扩音器似乎
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但即使如此，代表们使用话筒还是
出现了一些问题。1949年 9月 23日上

午，全体代表分为 11 个组讨论国旗、
国徽方案，这一天，就再次发放了《使
用话筒请注意》。“此注意”纸质，纵
17.5 厘米，横 12 厘米；竖行铅字印
刷。这是为会议代表在会议发言时正确
使用“麦克风”专门印发的注意事项：
1.话筒应放在嘴前使用。（距嘴约一寸
最好）。2.请把话筒直立，如斜拿，或
平拿，就声音小。3.请用普通谈话音
调，不必故意放高声调。4.请说得慢一
些，声音会更清楚。5.请求发言时，起
立举手，经主席允许再拿话筒，不要首
先拿话筒。

不仅如此，为了使代表更加清楚，
“请注意”事项上还画了“蛋形话筒”
和“带柄话筒”用法的附图，加以形象
化说明，足见会议组织者对普及“新设
备”的良苦用心。

普及“新设备”

要点登记表》 上做了“请在发言前后
写好交服务员送主席台”的“附注”。
据载，在 8 天全体代表参加的大会
上，有 104 名代表发了言，表达了对
会议召开的真心拥护，发表了对各项
议题的意见，使会议成为一次真正民
主的会议。

二是填写《代表简历表》。由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
书处印制的《代表简历表》。纸质，纵
26.5 厘米，横 19.5 厘米。封面设计白
底红字，庄重大方、简洁醒目。上方
印有大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
徽；下方分三行印有“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简历
表 ” 和 “ 一 九 四 九 年 月 日
填”等字样；最下边则分两行印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 秘 书 处 制 ”“ 编 号 ： 字
号”。《代表简历表》 内有两页，第一
页主要包括姓名、别名或笔名、性
别、年龄、民族、籍贯、代表单位、
现任职务、学历、著作 （出版处所及
日期）、永久通讯处及电报 （挂号）、
暂时通讯处 （宿舍、办公） 及电话等
项内容。右上角是足够贴两寸大小照
片的“贴照片处”。第二页只有经历和
备考两项，经历包括社会职业和政治
活动。

与 《代表简历表》 一起下发的还
有一份 《填表说明》。填表说明有三
条：“一、本表请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前
填就，由各单位联络代表汇交怀仁堂
联合办公室刘兆伦同志亲收。二、像
（相） 片已由本处备妥，于本表交回
后，负责贴上。三、请用毛笔或钢笔
填写清楚。秘书处。一九四九年九月
二十二日。”钤印：“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

《填表说明》 文字不多，何时填
完、交到何处、交给何人、照片何人
负责、用何种笔填写，说得很是清
楚。其中所说由联合办公室负责贴的
照片，应是9月2日下午在北京饭店新
闻处摄影室所拍代表的标准像。这些
照片，既用于了代表证，也用于了简
历表，后来的 《纪念刊》 使用的也都
是这些照片。

怀仁堂会场平面图及席次图

代表简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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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人事室秘书兼科长的刘兆
伦 （右） 与纪希晨 （左）、吴群 （中） 合影。

（作者漆亚婷工作单位为北京香山
革命纪念馆宣教部，闫树军工作单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后勤学院）

代表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