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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叫你如何不心动？
（序言一）

梁  衡

为了普及党建知识，传承党的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北京日报》理

论周刊将其“文史”版近 10 年中刊发的有关文章辑录为《让你心动的党史片段》

一书出版。诚如书名所言，读后掩卷，确实心动难宁。

心动之一是，为了今天的胜利，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从领袖到

普通农民，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牺牲。贺龙一家牺牲了 80 多人，徐海东一家

牺牲了 60 多人。毛泽东一家牺牲了 6 人，包括他的长子毛岸英。历史上任何

一个政权的取得都是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政权改天换地，其烈犹甚。当我灯

下捧读这部书稿时，街上正进行着国庆阅兵、游行的彩排。我忽然想到，这

国庆盛典的彩排其实早就开始了。战争时期，战士将负伤叫“挂彩”，将牺牲

叫“光荣”。憧憬着共和国的诞生，他们在一次次地呼唤，一次次地彩排。只

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能够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他们是为共和国奠基的分母，

而我们却有幸成了这万分之一的分子。当今天我们手举鲜花行进在游行的行

列中时，怎能不惭愧，不歉疚，不心动？

心动之二，是我们的事业走到今天，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曲折。创业难，

守业更难。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三座大山”、“一穷二白”到独立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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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林，GDP 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只要敢牺牲

就能换来的。翻开党史地图，随便哪一次行军，不是曲折明灭，几存几亡，

几死几生。土地革命，五次反“围剿”，忽进忽退，最后败走麦城 ；长征四渡

赤水，两过草地 ；转战陕北，先北撤，后西折，再东进。就是解放后，“八大”

我们本已登上春光明媚的山峰，“文革”忽又跌入幽暗悽冷的深谷。一解放，

我们就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还给了农民，可很快又用公社的形式将

其剝夺回来。1985 年，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 ：“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

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

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6 页）而这时距共产党掌权

搞社会主义，已过了 36 个年头。现在为迎国庆，重修葺一新的长安街多么宽

广平坦。游行队伍训练时，用白线拉直每一行队列，用尺子比量每一个人脚步，

用清一色的服装来装扮每一个方队。但这只是一种标志、一种象征。现实生

活绝没有这样的单纯，这样的美丽。共和国的第二个十年时，我正在大学里，

师生们，包括我们的校长革命老前辈吴玉章，都还穿着补丁衣服。毕业后在

农村工作，我们和农民一样穿用日本尿素化肥袋子做的衬衣。为了能挺胸走

在平坦的长安街上，我们已不知经过了多少曲折，栽了多少跟斗，吃了多少

苦头。抚今追昔，我们能不心动？

心动之三，是我们曾经有许多难忘的和血带泪的追求。因为共产党人干

的是开天辟地的事业，当然实事求是也就格外的不易。虽然马克思、恩格斯

说他们从来也不想把未来社会的模式强加给后人，但是我们确实虔诚地试验

过一个又一个模式。不管是马克思书里说的，还是苏联人当年做的，我们都

实验过。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 ；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 ；从计划经

济到市场经济 ；从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 ；从公私合营到私营经济 ；从自力更

生到引进外资 ；从输出革命到韬光养晦……这种探求曾是那样的激烈，那样

的执着。以至于共和国的领袖，出生入死的战友们，在庐山上翻脸拍桌子，

在怀仁堂里吵架。这种探求有时又那样地小心翼翼。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过程为例。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十二大提出以计划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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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出计划与市场统一 ；直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真可谓步步小心，摸着石头过河。恩格斯说，当一个科学假设 99%、99.9% 被

证实时，我们还不敢轻言它的正确。从邓小平改革之初讲“发展是硬道理”

到胡锦涛在十七大讲科学发展观，我们就这样在不断地做着逼近真理的探索。

而这个探索过程，从李大钊到陈独秀，从张志新到彭德怀，曾是怎样的矢志

不移，血泪斑斑。今天，当我们仰望苍穹，遥想先知先行者的在天之灵，怎

么能不心动？

总之，当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时候，重温

党史、国史，叫你如何不心动？

（作者为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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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让我心动
（序言二）

王春瑜

有幸先睹为快，将《让你心动的党史片段》饱览一遍。掩卷沉思，这确

实是一部让我不时怦然心动的好书。

虽说优秀的历史著作，哪怕是写古代史事的，如《史记》，也能让我心动。

但这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出自天才史家太史公司

马迁之手，无人能望其项背 ；同时，太史公描述的毕竟是二千多年前——甚

至是四五千年前的往事，很难激起我灵魂的强烈共鸣。而党史就不同了。除

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我尚未出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历史，都

是我切身经历的，有些历史片断是直接参与的，如抗日宣传、“大跃进”、“四

清”、反对“四人帮”、思想启蒙运动等。而且即使是说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

历史，我也感到并不遥远。例如，我曾经承担由萧克上将主编的百卷本《炎

黄文化通志》中《交谊志》的写作，几次参加萧老主持的编辑工作会议，聆

听他亲切的教诲，更亲眼看到他与我们一起吃饭时，不用秘书、警卫员帮忙，

自己走到饭桶前装饭，到汤盆里舀汤，领略到他平易近人的儒将风采。因此，

当我看完本书中吴东峰先生的《“青史盛留李广名”——儒将萧克纪事》，感

到真实、亲切，因为与我亲眼看到的萧老，是完全一致的。八十年代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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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随一位老同志，去南长街拜访程子华上将，他与萧老一样平易近人，与

他交谈，如坐春风。联想时下某些官员，“一阔脸就变”，高高在上，架子十足，

名曰公仆，实为老爷，对照萧克、程子华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此辈不知尚识

惭愧二字否？

我在童年时，因生活在老解放区，就听到过不少刘伯承元帅的传奇故事，

甚至有人说他像诸葛亮一样神机妙算。已是耄耋之年的新闻界前辈李普先生，

曾任刘、邓大军随军记者，他写的战地通讯，当时在解放区广为传播，很有

影响。他曾送我一幅字，盖有二枚闲章 ：“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其精神

境界，可见一斑。读了李庆英女士写的《回忆刘伯承元帅—李普同志访谈录》，

感到刘伯承元帅的光辉形象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李普老人是我很敬重

的前辈文友，他坚持实事求是。尽管他对刘帅饱含深情，仰之弥高，但他无

论是笔下或交谈中述及刘帅，无半点神化或圣化，这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注

意的是，现在有一些回忆录，继续神化或圣化个人，并藉以自重，这与历史

真实，只能是风马牛。

2005 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编的《新编日知录》，内收二十世纪以

来学者们写的短篇考据文章，对史实严格考订，力求还原史实真相。我在这

本书的《后记》中说 ：“其实，近代史，尤其是党史领域，问题最多，急需考辨，

以明史实真相。”本书第三章“疑案考辨”及第四章“史事评点”中龚育之先

生、陈铁健先生的文章，都贯穿了对史实的考辨，从而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澄清了一些曲解、误传。

“学案最高惟寂寞，无人迹处有奇观。”愿以已故隋唐法律史、玄奘专家

杨廷福（1924 ～ 1984）教授诗句，与党史学人共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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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阅兵

林治波

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央指派周恩来主持筹备开国大典，阅兵被确定为

开国大典三大内容之一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筹备会议于 1949 年 6 月 15 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

为庆祝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将举行隆重的开国大

典。为此于 7 月间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新政协筹备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为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人民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新政协筹备会议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中央统战部

部长李维汉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包括三大内容：一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人民群

众的游行欢庆活动。

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大项目的阅兵仪式，是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最盛大、

最庄严的一次庆典。筹备委员会决定，以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第 20 兵团司

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处长唐永键、

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萧明、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萧松为

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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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负责各项工作。

开国阅兵事关重大，聂荣臻、杨成武日夜忙碌，紧张筹备，力求万无

一失

举行开国阅兵，这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任务，

意义非同寻常。聂荣臻、杨成武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受命后的第一项工作，

就是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方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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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规定，此次阅兵按阅兵式、分列式的程序组织实施。阅兵式，

全体受阅部队以天安门主席台为中心，按序列在东西长安街列队，接受阅兵

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各受阅部队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受阅部队按海、陆、空三军的序列编组。海军方队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和华东海军舰队各抽调一个排编成；陆军方

队由步兵 199 师、独立 207 师 619 团和临时编组的炮兵第一师、战车第一师、

骑兵第三师编成；空军参加受阅是 9 月初才决定下来的，受阅部队由军委航

空局所辖混合飞行编队担任。受阅部队共计 1.64 万人。其武器装备，以军兵

种为单位，按种类集中，统一编组，由轻到重，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海上、

地面到空中，使海、陆、空三军浑然一体，形成强大的阵容。

方案拟定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在中南

海怀仁堂接见了阅兵指挥人员，听取聂荣臻同志关于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和

杨成武关于阅兵方案具体内容的汇报。毛泽东叮嘱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

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

阅兵地点安排在何处，指挥所曾拿出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天安

门广场举行，第二套方案是在西苑机场举行。权衡比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

于第一方案，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报告呈送中央后，周恩来用毛笔在

报告的左上方签署了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刘少奇在自己的名下

画了圈，毛泽东、朱德虽然没有画圈，但他们同意周恩来的意见。阅兵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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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确定下来。

古老的天安门城楼迎来崭新的开国盛典，受阅部队肃立东西长安街，

接受阅兵司令员朱德的检阅

9 月 30 日夜，受阅官兵们在兴奋难捺的气氛中几乎通宵未眠。10 月 1 日

终于到来，凌晨 2 点左右，各个军营驻地就吹响了起床的军号声，官兵们就

着咸菜，吃饱了香喷喷的高粱米煮白薯，然后换上崭新的军装，携带各式武器，

整队向城内集结。天亮前，各部队陆续到达指定位置，肃穆凝神，等待开国

盛典那一刻的到来。阅兵指挥所设在天安门东侧城墙根下，以有线电话与各

部队联络。

下午 2时 50 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

李济深、张澜、高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出席

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驱车赶到天安门广场，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

道拾级而上，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开国大典终于开始了！大会司仪、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在刚刚确定为代国歌的《义勇

军进行曲》的演奏声中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接着，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毛泽东用力地按动了电钮，新

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代国歌声中徐徐升起。礼炮队 108 门礼炮齐放 28 响，

如报春的惊雷回荡在天地之间。国旗升起之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林伯渠宣布阅兵典礼开始。阅兵总司令朱德

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检阅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

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高声报告：“受阅海陆空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

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曲

的连续鸣奏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同车陪同，检阅了肃立在东长安街的海

军代表部队，陆军的一九九师、炮兵第四师、战车第一师和排列在西长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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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骑兵第三师。朱总司令连连向受阅部队招手问好，受阅部队指战员齐声回答：

“祝总司令健康！”整个阅兵场上，气氛庄重而热烈。

分列式开始，受阅官兵由东而西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

人及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

阅兵式完毕后，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命令》。随后，分列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率领受阅部队由东而西从天安

门城楼前通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威武的人民海军。他们分别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安

东海军学校和华东军区海军舰队。受阅的海军指战员身着崭新的水兵制服，

以八一军旗为前导，步伐整齐、昂首阔步地向前行进。

紧随其后的是多兵种的陆军受阅部队。步兵师以一九九师两个团和独立

二零七师六一九团 3 个建制步兵团和临时编组的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

轻迫击炮、重迫击炮、山炮，战车防御炮和通信兵各一个营的阵容组成 12 个

步兵方队，在一九九师师长李水清的带领下，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

由三座门雄赳赳地向天安门走来。当走到检阅主席台时，李水清洪亮地下达

口令：“向右看，敬礼！”全师官兵“唰”地变齐步为正步，同时举起右手，

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向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致敬。

在《炮兵进行曲》的伴奏下，炮兵第 4 师也向天安门走来。跟在炮兵方

阵之后的战车第一师，在《战车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犹如钢铁巨龙滚滚而来。

从东三座门到西三座门，相距 320 米，坦克方队以二挡车速需行驶 8分钟。《战

车进行曲》刚刚结束，又响起激越的《骑兵进行曲》，骑兵第三师受阅部队出

场了。走在前面的是三个骑兵团，后面是一个骡马挽拽的 75 毫米的野炮营。

全师 1978 匹战马，均以六路纵队跑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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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人民空军出色完成空中受阅，创造了世界阅兵史上的奇迹

正当战车第一师坦克方队隆隆驶过天安门之际，天空中传来飞机引擎的

轰鸣声。年轻的人民空军受阅编队开始出现在天安门的上空，与地面的战车

部队遥相呼应，形成雄伟壮观的立体阵容。人们举目仰望，欢呼雀跃，掌声

如雷，许多人还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抛向天空，天安门广场成

了欢乐的海洋。城楼上，毛泽东和新中国的领袖们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不断

向天空挥手致意。站在观礼台上的苏联顾问也是笑容满面，连连点头。因为，

让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正是他的主意，苏军的红场阅兵就是这

么干的。

空军阅兵指挥所接到受阅飞机起飞命令的时间是下午 4 时整。受阅机群

接令后立即从南苑机场腾空而起，按照规定的航线、速度、高度出航，先在

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 时 35 分，开始飞向天安门。西斜的太

阳，照射在机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9 架 P—51 型战斗机编为三个“品”

字形分队，以 920 米的高度飞在编队的最前面。排为“一”字形的两架蚊式

轰炸机组成第四分队，以 760 米的高度飞越天安门。再后面是呈“品”字形

的 3 架 C—46 型运输机，组成第五分队。最后是由两架 PT—19 型教练机和

一架L—5型联络机组成的第六分队。17架飞机组成一个完整的空中受阅编队。

飞在最前面的 9 架 P—51 型战斗机在飞越天安门后，按照预定方案绕圈折回，

天衣无缝地衔接在第六分队之后，第二次飞越天安门。这样一来，人们看到

的受阅飞机不是 17 架，而是 26 架。狂欢的人们只顾高兴，谁也没有发现其

中的奥妙，就连善看门道的外国记者也未察觉这个细节，他们在向本国发回

的报道中写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 P—51 型战斗机为主，共 26 架飞机接受

检阅。”直到 40 年之后，空军的专家们谈及此事，仍然啧啧称叹。一位专家

感慨地说：“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是一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难 

做到。”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开国大典之后才被人们知悉：受阅飞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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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 架战斗机竟然是全副武装，携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没有先例，也

是绝对禁止的。何以如此破例？后来飞行领队邢海帆解释了个中缘由：“开国

大典是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特殊情况下举行的，敌情十分复杂，如果敌机

来袭，我们再落地安装炮弹，那就晚了。”

开国大典阅兵圆满结束了。当晚，朱德总司令以他个人的名义举办盛大

宴会，款待陆海空受阅部队代表。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出席。

大家频频举杯，庆祝阅兵的成功，庆祝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宴会大厅内笑语

欢歌，气氛热烈。朱总司令自豪而风趣地说：“今天，我才真正成了陆海空三

军总司令了！”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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