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

主席在北平城的首次阅兵，摄影师为锁住历史

留下真实，拍摄了大量照片。这批照片除了领

袖、受阅部队，还有劳模、有英雄、更有民主

人士。《人民日报》 在第 1版的 《欢迎毛主席朱

总司令》 特写一文中，记录了这样两个镜头：

华北妇女代表李秀镇和毛主席握手有半分

钟之久。她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翻了

身，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为拥军与生产的模

范。她曾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以高度机警的

动作，给人民解放军传送情报，并将自己的独生子

献给了革命。当她在全国妇女第一届代表大会上讲

述她过去的英雄事迹时，她坚决地表示她将和所有

劳动妇女一起在毛主席领导下干到底。现在她亲眼

看到了毛主席，她苍老的脸都因兴奋而涨红了。

阅兵完毕，毛主席一行和民主人士都下了汽

车，机场上立刻出现了一个亲热、团结的场面。

大家面向着太阳，以毛主席为中心，拍了一张照

片。这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全中国反对美

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

力量都涌向解放区，以空前的规模汇合起来了。

我们在当年的纪录片中看到，毛泽东到达

西苑机场后，第一个迎上前的是叶剑英。这个

镜头留在了电影的胶片上，也留在新闻记者的

相机中。

对于西苑阅兵这一重大事件的记录，华北

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拍下大量珍贵镜头，在后期制

作上，也下足了功夫，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当时阅

兵的“彩照”。事实上，在当时，我们还没有彩

色胶卷，也没有彩扩洗印设备。那黑白照片怎么

变成了“彩照”呢？这是人工“上色”照片。我

们遍看新中国摄影史，给重大场景或重大历史事

件的照片“上色”，西苑机场阅兵的最多。在几

个月后的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阅兵式上，除了

童小鹏拍下唯一一张真正的彩色照片外，只有一

张华北画报社摄影记者孟昭瑞拍下的毛泽东在政

协会议的一张照片，进行了后期“上色”，另 1

万 6 千 4 百张照片，全部是黑白片。

西苑阅兵场上留下的“彩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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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阅兵的几个细节
闫树军

西 苑 阅 兵 是

解 放 战 争 史 上 唯

一 的 一 次 阅 兵 ，

也 可 说 是 半 年 后

开 国 大 典 阅 兵 式

的 一 个 预 演 。 在

这 次 广 为 人 知 的

阅 兵 背 后 ， 还 有

诸 多 历 史 细 节 鲜

为人知。

Z 政协记忆

1949 年 3 月 25 日 ， 颐 和 园 益 寿

堂晚宴结束后，毛泽东主席转移到香

山公园内的双清别墅居住。

益寿堂的晚宴是几点散的？没有

记载。毛泽东几点进住双清别墅，目

前无档案解密。所以可以说，毛泽东

25 日入住双清别墅，是一个“笼统

的 大 概 念 ”。 我 们 通 常 以 “3 月 25

日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到 9 月 21 日正

式入住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在香山时

期。这一时期共 181 天。

其实，“这一时期”也是一个笼

统的说法。

1949 年 3 月 25 日 晚 ， 新 华 社 向

全世界播报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到达

北平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以往 28

年的历史中，即时公布党的中央领导

机关的行动，这还是第一次。

而对这一天的新闻稿播报，也是

有其“传奇”的：

1946 年 6 月，32 岁的温济泽从

《解放日报》 社调到新华社总社语言

广播部任主任，负责延安新华广播电

台编发口头广播稿件。

1947 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

到瓦窑堡，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

台。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又移到涉

县。温济泽继续担任编辑部主任，主

持陕北台工作。

1948 年春，陕北台随同新华总

社由太行迁到西柏坡附近。1949年 3

月 22 日上午，廖承志通知温济泽准

备行装，迅赶往北平，准备发布党中

央迁平这一重大新闻。

3月 24日深夜，由西柏坡开出的

三辆美式十轮卡车，载着温济泽等百

十人，到达北平西长安街 3号。这里

原是国民党北平电台办公之地。陕北

台编辑部副主任胡若木、编辑杨兆

麟、齐越等先期以军管会名义进行了

接管。

25 日上午，温济泽和另两位同

事，乘车前往新华社总社的香山所在

地。刚到香山，温济泽就接到通知：

党中央、毛主席下午 5时左右到达西

苑机场，要求他们务于 3时左右赶到

西苑机场，采访这一重要新闻，编发

稿件。

忙中出错。范长江没有把通行证

交给温济泽。不能耽搁，温济泽和同

事们说：“不等通行证了，不然来不

及了，马上走！”温济泽乘上一辆黑

色卧车，离开香山，经玉泉山、青龙

桥、颐和园，向西苑机场方向行驶。

但不想，车开到海淀三角地时，士兵

拦住车辆，不准前行。面对每隔三五

米的持枪警卫部队，温济泽强行找部

队领导交涉。区段警卫的军官说：

“对不起，前方部队不属我团，我只

能向上级汇报。”温济泽被带到西郊

农科院办公楼。在这里，温济泽急忙

用电话告知编辑部：“重要消息！党

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毛主席、朱

总司令等今天迁到北平。我们被困西

郊农科院，时间紧，无法将稿件送达

编辑部，可能得用电话传达了，希望

做好准备。”不一会，一辆军用吉普

车将温济泽送往西苑机场，另两位同

事则乘车返回长安街 3号。

一切还算顺利。但终究时间紧，

通信设备落后，道路戒严，温济泽只

能用机场的电话，将这一重大新闻用

“口语”传达到电台编辑部，从而使

电台及时向全国广播了中共中央、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主席等迁至北

平的这一重大消息。

不仅如此，晚上新华广播电台的

播报稿和第二天各大报刊在头版刊登

的要闻上，题目都用了这样的一个

词：迁来或迁至。

迁来、迁至一词，释义明确，是

一个非常讲究的词汇，特指机关、住

所等另换地点。所以，新华社电文便

以严谨的用词进行了这样的播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部已于本日迁来北平工

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共

中央其他领袖刘少奇、周恩来、任

弼时、林伯渠等，均于本日下午四

时许到达北平。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后勤

学院副教授）

“笼统”、“传奇”、
明确、严谨

在西苑机场阅兵，这是 1949年 3月 21日，迎接

中共中央迁平会议上议定的，是报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批准的。

西苑机场，始建于 1940 年，是华北地区最重

要的军用机场之一。选定在西苑机场阅兵，一是

出于安全考虑，二是西苑机场位于城外，且与颐和

园相距不远。

虽说从颐和园到西苑机场距离不远，但在当

时没有直通的公路，只有一条狭窄的土路，且周边

多为农田，人烟稀少，很不安全，所以要经海淀镇、

魏公村、白石桥，再向西折，经三虎桥、车道沟、板

井，到南坞村西面的西苑机场，行驶路线呈“V”字

形，绕一个大圈子。为此，周恩来特意嘱咐司机：

“这段路，一般说用不了一个半小时，可是路窄人

多，马车也多，路上不顺就会耽误时间。我们这是

进城的第一天，一定要按时到达。”

因为必须准时到达，所以从颐和园益寿堂出

发的时间确定在下午 3 时 30 分。但这个时间点，

也是说法不一。

沿途警戒阵势强大，解放军四十一军一二一

师三六一团一营教导员徐元利带 1个连，从阜成门

外沿铁路到清华园站设岗警卫，哨兵一律面朝外。

从颐和园益寿堂
前往西苑机场出发的时间

1949 年 3 月 25 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和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

爱国民主人士代表。

参加夜宴的柳亚子写下 《颐和园益寿堂夜

宴》 的七律二首，题下有一小序：

三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自石家庄至北平，

余从李锡老、沈衡老、陈叔老、黄任老、符宇

老、俞寰老、马夷老之后，赴机场迎迓，旋检

阅军队，阵容雄壮，有凛乎不可犯之概！是夜

宴集颐和园益寿堂，归而赋此。

中国于今有列斯，万家欢忭我吟诗。

华拿陈迹休怀念，希墨元凶要荡夷。

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

伫看茶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

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

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

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柳亚子的诗，热情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伟大。

另据 《黄炎培日记》 记载：

午餐后，罗[曼] （迈） 别室约谈欢迎毛主席

方式，二时开会，宣布所议方式，并欢迎我等之

来京。三时，在大规模编制之下，我偕陈叔通、

马寅初、郭沫若坐三号小汽车随大众至西郊飞机

场。既而，毛泽东、朱德 （玉阶）、周恩来、叶

剑英、林伯渠、刘少奇等等皆见，握手言欢。同

时，又见了许多老友，彭泽民、张曙时、蓝公

武、陆志韦等等，随同毛主席阅兵，绕场一周，

可十万人，重兵器都排列着。

夜，毛主席招餐郊外，被邀者二十多人，

餐毕，谈和战问题。毛表示，和谈是有利于大

局的，但决不轻易渡江，亦决不停战。谈至夜

一时半始归。

柳亚子在诗文小序中用了“宴集”一词。“宴

集”有两个释义：一是宴饮集会，二是聚饮。在

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这次活动的记述。柳亚子《自

传·年谱·日记》 有：“叔老、鼎老、初老、奚若、

德珩 （许）、东荪、寰老、季老、任老、乃器、衡

老、伯钧、泽老、夷老、平老、贤初、任潮、恩

来、罗迈，共二十人。”但这 20人名单中，周恩来

和罗迈 （李维汉） 除外，其实是写18个人的民主人

士名单，再加上他自己，也只有19人。而在黄炎培

日记里，则写道“被邀者二十多人”，没有具体名

字。那颐和园益寿堂是从哪里来的？列出的19位民

主人士，是否准确？所以这份“3月 25日参加宴集

人名单”，还需要史学者进一步研究、考证。

宴请爱国民主人士代表

关于 1949 年 3 月 25 日西苑阅兵的场景，有

多种版本的文字记述。

事实上，关于这天场景，视频当以北平摄制

的第一部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为

准，而当时的画面上的字幕也是写就的历史。文

字应以新华社的电讯为准。1949年 3月 26日《人

民日报》第1版，刊登新华社北平二十五日电：

今 日 下 午 到 达 北 平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袖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

受到在平的各界人民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司令朱德，举行了盛大的检阅式。中共各领袖

及各界代表各民主党派领袖均参加检阅。毛主席、朱

总司令及中共中央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

渠等同志，系于今日到达古都北平。在平的工人、农

民、青年、妇女各界代表，在平各党政军机关首长及在

平的各方民主人士，均前往西苑机场欢迎。

下午五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在军乐声与欢

呼声中入场，和工、农、青、妇、党、政、军各界领袖

与各民主人士一一握手。

当五十门六○炮同时发出照明弹时，毛主席和

朱总司令乘指挥车开始检阅部队。人民解放军东

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报告受检阅的部队，计

有：坦克、重炮、高射炮队、摩托化步兵、步兵等兵

种。在检阅仪式进行中，场内不断地发出狂热的欢

呼。经历过无数艰辛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

以全部夺自敌人的美械化装备，接受自己领袖的检

阅，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国人

民解放万岁！”等口号。检阅仪式自五时十分开始，

至五时三刻完毕。热烈欢呼着的群众，直到簇拥着

自己的领袖登车，才在暮色苍茫中返回北平城。

当年的极为珍贵的视频资料和《人民日报》报

道、特写，为我们还原了当年的情景。

西苑阅兵场景的文字记述

3 月 21 日，迎接中央迁平会议上，议定西苑阅

兵的仪式是：主席临场，以 36 门礼炮鸣 4 响（演习

弹），共 144 响。周恩来于 3 月 22 日 19 时复电叶剑

英、李克农：“同意来电所提各项布置。但不要鸣

炮，以军乐队代之。”

在这次会议上，确定阅兵部队为第四野战军。

阅兵总指挥是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被称为“天

生军事家”的刘亚楼。

3月 25日，受阅部队一律不带挎包、手榴弹、只

带碗筷，进入西苑机场。参阅部队是警备北平的第

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第四十一军中，在辽沈战役

建立了功勋的“塔山英雄团”（第三六七团）、“塔山

守备英雄团”（第三六九团）和“白台山英雄团”（第

三六一团）和四十一军连以上干部及一些英雄功

臣模范代表；还有 1 个摩步团（摩托化团），两个炮

团和 1个坦克营。档案上的记载是：由东总准备 3个

步兵团，1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1个坦克营。

受 阅 部 队 列 队 顺 序 为 ：坦 克 、重 炮 、摩 托 化

步兵、步兵方队。排与排间隔两步，连与连间隔

3 步，营与营间隔 4 步，团与团间隔 8 步；列兵前

后间隔 3 步。

受阅部队排列成凹形缺口向东的队列。南边

首先是坦克部队，然后是重炮部队：两个野炮团、3

个高射炮团、1 个榴弹炮营。坦克和炮上插着各色

各样的奖旗。西边是 200 辆美制汽车的摩托化部

队。北边是 3 个步兵团组成的步兵方阵。步兵方阵

中有 40 多面标志着突出贡献的奖旗，原来都在前

排，因影响视线，临时决定把“守备英雄团”“塔山

英雄团”的奖旗留在前面，其他全部移至后排，这

样显得更鲜明敞亮。受阅部队全部用缴获敌人的

武器装备。

受阅部队进入阅兵场后，带队干部再次检查

所有受阅人员的装备：验枪，不带手榴弹。同时检

查受阅人员着装，要保证每人都精神饱满。同时，

再次传达纪律：如发生空袭，不要乱跑；放礼炮时，

禁止看光景，不准说话；冲锋枪手要把手指放在护

圈以外。

这时，受阅的战士们还不知是谁来检阅。

阅兵总指挥刘亚楼来到阅兵场，先对受阅部

队进行检查。检查一圈后，对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

说：“吴军长，你来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来演习

一次向你报告。”在刘亚楼命令式的要求下，吴克

华严肃地扮演了一次毛主席。

为了保证阅兵效果，刘亚楼在上午 10点和下午

3点，进行了两次预演。在预演时，刘亚楼提了两句

口号：“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这时，全体受

阅人员，才知道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来检阅。

关于参加阅兵人数，一说 2 万人，一说 3 万人，

另说有4万人参加。现在军史界还没有统一共识。

受阅部队的人数

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比较完

整地再现了当时西苑阅兵的珍贵镜头。

在 这 次 检 阅 式 上 ，阅 兵 总 指 挥 刘 亚 楼 向

毛泽东主席报告后，登上毛主席的检阅车。摄

影师抓拍了这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照片。刘亚

楼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在他当上空军司令

后，他的秘书高晓飞对这张照片产生兴趣，问

他：“司令员，您参加了这次阅兵，但您知道站在

毛泽东身后的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是我

呀！当时我是阅兵总指挥，是负责毛主席安全

的！”“护卫毛主席这次阅兵，意义重大。但这一

珍贵历史镜头，您怎么只露半个身子，还没照到

脸，真是太遗憾了！”刘亚楼听后，很严肃地说：

“拍照时，我是故意把脸转到主席身后的，这张

照片是要载入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的，一定要

突出毛主席，怎么能在这样重要的照片上露出我

的脸来呢！”

在检阅式上，毛泽东乘美式吉普车，是第一

辆车。其后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

伯渠和李涛，叶剑英和彭真，王稼祥、李立三、刘

宁一，聂荣臻、贺龙、腾代远等，“一溜的”美式吉

普车显示了检阅阵容的强大。但我们在全景画

面上，还发现了在吉普车后有两辆小轿车，显得

与众不同。的确不同。这两辆车，一辆是傅作义

乘坐的 46 式美国福特车，一辆是邓宝珊乘坐的

39 年的福特车。我们还发现，在检阅车队伍上，

最后边是卡车。卡车乘坐的是工农青妇各界代

表、党政军机关干部和民主人士。在当时拍摄的

电影胶片上，能看到车上打出了“东北妇女代表

团”的条幅。

隐藏在西苑阅兵影像资料中的细节

◀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
毛
泽
东
乘

敞
篷
车
在
西
苑
阅
兵
检
阅
高
炮
部
队
。

西苑阅兵结束后拍照西苑阅兵结束后拍照，，毛泽东谦逊恭让毛泽东谦逊恭让，，执意要站在后边执意要站在后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