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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今天从昨天走来

水悠悠，时光流。转瞬间，共和国已走过 60 个春秋。时间会冲淡记

忆，岁月能改变山河，但为共和国捐躯的先烈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

喜庆共和国 60 华诞之际，全国各族人民以各种方式缅怀先烈们的丰功

伟绩，寄托对先烈们的无限敬仰和无尽怀念。今天从昨天走来，忘记过

去就意味着背叛。

今天从昨天走来！ 1840 年以来，无数的志士仁人、革命先烈为争取

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和人民幸福，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追求真理、气壮山

河的英雄史诗，铸就了中华儿女临危不惧、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们

的卓越功勋彪炳史册 , 他们的伟大精神激励后人，他们的光辉名字永远

铭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共和国不会忘记！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阔步迈向民主和解放、繁荣和富强的康庄大道这个历史进程中，

始终有一种精神在激励中华民族无所畏惧、奋力前行，这就是忠于理想、

矢志不渝，舍生忘死、前赴后继。60 年的奋斗艰苦卓绝，60 年的巨变翻

天覆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以

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新的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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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社会主义的中国，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面前，傲立于世

界的东方。

祭奠先人、缅怀烈士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随着国家和军

队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华夏文明五千年，九

州大地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古代英雄烈士辈出，并深深地沉淀在中

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尊崇、缅怀、褒扬先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之一，也是激励中华儿女不懈前进的精神动力之一。春秋战国时的忠臣

义士介子推割股食君、功成而不恋富贵；战国时期的屈原忧国之殇，愤

而投江……千百年来被世人传颂，劳动人民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些忠义之

士。“君主诏封晋爵，人民祀之诚矣，”就是当时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

写照。为纪念介子推、屈原，各地广建祠堂庙宇，还逐渐形成了“寒食节”

（亦称清明节）、“端午节”。他们“舍身赴义”、洁身善行的精神气节和对

祖国的爱恋之情，已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并孕育和

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如精忠报国的岳飞、舍身取

义的文天祥、壮烈殉国的史可法等，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

民族精神中的这种气质，成为祭奠先人、缅怀烈士活动形成和发展的坚

实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有不少类似缅怀、褒扬烈士的活动：一是

瘗埋战地遗骸。汉献帝延康元年 ( 公元 220 年 )，令“士卒死亡者 , 郡

国给椟殡敛，送至其家，官为设祭”。二是设坛吊祭死难的将士。明朝朱

元璋于洪武“三年十一月己亥 , 设坛亲祭战没将士”。三是发给死难将

士丧葬费用。朱元璋明令“阵亡病故军给丧费一石，在营病故者半之”。

四是对死难将士家属给予廪食抚恤，免除赋税劳役等。曹操于汉献帝建

安十四年 ( 公元 209 年 )，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

长吏存恤抚循”。

辛亥革命后，为纪念在 1911 年 4 月 27 日同盟会举行的广州起义

中死难的烈士，由华侨捐资于广州东北郊白云山下的黄花岗上修建了

七十二烈士陵园。在抗日战争前后，国民政府颁发过《国葬法》、《褒扬

抗战忠烈条例》、《抗战特殊忠勇官兵表扬办法》等法规，褒扬的主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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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政府明令褒扬、政府题颁匾额、举行国葬，以及入祀忠烈祠、建坊、立

塔等。从本质上来说，历史上统治阶级倡导和制定的这些烈士褒扬办法，

目的都在于缓和社会矛盾、驱使军人为其献身效力，以维护和巩固其统

治地位。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人民军队，同时也掀开了

烈士褒扬工作的新篇章。1931 年 11 月颁布的《红军抚恤条例》，是我党

烈士褒扬工作的第一个全面、系统的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设立了红军抚恤处，专门负责红军战士的抚恤优待，其中重点是红

军烈士的褒扬、抚恤工作。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

行组织法》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均应成立相应的抚恤优待组织机构。

之后，在艰苦卓绝的人民战争中，以伤亡抚恤、褒扬优待为内容的全新的

烈士褒扬制度初步确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举行“开

国大典”的同时，修建起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塔”，以纪念“在反帝国主义

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中”牺牲的“许多同志”（毛泽东语）。由钱壮飞

设计的这座子弹立状的纪念塔于 1934 年 1 月 21 日落成，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凯丰、邓发、项英、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 9 位领导人的题词，镶

嵌在塔基周围的石碑上。在纪念塔附近还建有纪念著名烈士赵博生、黄

公略的“博生堡”、“公略亭”等。以后，各个革命战争时期都制定了有关

褒扬革命烈士、抚恤烈士家属的行政法规，陆续修建了一些纪念著名烈

士和重大战役的建筑物。

新中国的烈士褒扬工作在欢庆胜利的礼炮声中起步。在 1949 年 9

月 30 日闭幕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一致通过竖立“为国

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毛泽东亲笔起草的纪念碑碑文，之后

全体代表莅临天安门广场参加纪念碑奠基典礼。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

待兴，但党和政府却坚持把烈士褒扬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在内务部（后

民政部）设立了“烈士褒扬事业处”，先后制定了《烈军属优待暂行条例》、

《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暂行条

例》和《民兵民工伤亡抚恤暂行条例》等 4部法规，形成了新中国烈士褒

扬工作的基本法律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烈士褒扬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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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国务院又专门制定了《革命烈士褒扬条例》，使审批和褒扬烈士工作

更加制度化。1995 年民政部颁布了《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办

法》，使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保护工作有章可循。20多年来，烈士褒扬工

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共为全国近百万烈士遗属换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革命烈士证明书》，各级政府收集编印了《革命烈士英名录》共收录有姓

名可考的烈士 176 万余位，编纂出版 30 卷、1600 万字的大型系列丛书

《中华著名烈士》，全国兴建了大量烈士纪念建筑设施，无数青少年有组

织地到烈士纪念场所接受教育，传统节日（清明节）期间，人民群众自觉

地前往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堂（馆）等地参观凭吊，寄思明志。2009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 5 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

单位 71 处。至此，全国现有各类烈士纪念建筑物 14705 处，烈士纪念建

筑物保护单位 1103 个，其中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181 个。

国家每年基本上都在调整烈士遗属的定期抚恤金标准，保障了 30 多万

重点烈士遗属的基本生活。全国 1336 所光荣院，集中供养了近 2 万名

孤老烈士遗属，让老人们安度幸福晚年，享受和平生活。

一部贺岁大片《集结号》，公映时在全国引起一片“震荡”。央视《新

闻联播》罕见地播发了一条 1分多钟的新闻，说许多观众都哭了，男主人

公的扮演者张涵予也被深深感动，与看样片的观众一起手摸满脸的泪珠

儿。引发观众情感宣泄的情节并非战场的惨烈，而是连长谷子地战后为

47 名被定为“失踪”的战士不依不饶地追求名分的情节。暂且不论影片

情节的真实性如何，但其对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尊重与崇敬，是值得我们

赞许和肯定的。今天从昨天走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一首抒情歌曲《常回家看看》，唱遍神州大地，使人们产生了“享受

天伦之乐”的情感共鸣；而“独臂英雄”、武警部队某部团政治委员丁晓

兵提出的“常到烈士陵园看看”，则引起了人们多方面的思考。丁晓兵

所在部队常驻无锡，那里有一座烈士陵园，埋着 144 位革命先烈的遗骨。

工作之余，或者碰上了矛盾和困难，他就独自一人来到烈士陵园，静静地

坐在那里，与先烈们进行心灵沟通。面对一块块凝重深邃的墓碑、一幅

幅寓意深远挽联，丁晓兵每次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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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烈士陵园看看，我们踏着烈士足迹前进的脚步会更加坚定，烈士们在

九泉下会更加欣慰。” 今天从昨天走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一本纪实文学《开国大祭奠》，通过追述新中国成立初期（1959 年以

前）修建烈士陵园及纪念碑亭、移葬烈士遗骸、法办残害烈士凶手的史

实，首次将新中国烈士褒扬工作的一个侧影献给广大读者，旨在形成尊

崇革命烈士的社会风气，弘扬革命烈士的献身精神，推进民族复兴的伟

大事业。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缅怀革命先烈，走进英烈的精神家

园更显得特别有意义。

今天从昨天走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共和国捐躯的先烈们！

为共和国捐躯的有名的和无名的先烈们永垂不朽！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  

篇　

修
墓
立
碑

�

上 篇 

修墓立碑
X I U M U  L I B E I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大的地方……”

当耳边响起这熟悉旋律的时候，我们有没

有想到为共和国捐躯的英烈们是否也应

该有个“家”？丰碑伟冢，以纪革命英烈，

是后人的神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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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始末

新中国祭奠的“开篇大作”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

念碑”。

那是 1949 年 9 月 30 日的一天。

这天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

议，主要内容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通过《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

同时，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

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会议一致通过了修建“为国牺牲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毛泽东撰写的纪念碑碑文。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

建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承载着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是全国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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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人民敬仰和向往的地方。周恩来的提议获得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并

一致通过。

当天下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全体代表乘车来到天安门

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18 时整，奠基典礼开始。

林伯渠秘书长主持典礼仪式，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在庄严肃穆的气氛

中致词：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

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

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默哀毕，毛泽东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后来，这碑文由周恩来

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随后，毛泽东和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一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

纪念碑奠基，以表达他们对于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纪念碑奠基后，北京市政府担负起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

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筹委会”，由中央（中宣部、文化部、建工部）

和地方共 17 个单位组成，第三任也是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任主任委

员，建筑专家梁思成、雕塑专家刘开渠、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任副主任委

员。梁思成、刘开渠负责纪念碑方案的拟制，下设设计处、工程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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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具体实施。

随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

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到 1951 年，共收到 140 多件各

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截至最后定案时共收到 240 多件）。

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侨领陈嘉庚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

水泥柱头模型，花费 15 万多元（旧币）运费寄给纪念碑建造工程处。

从全国征集的这些设计方案形式各异，有亭、台、堂、碑的多种式样，

有单独的、群像的塑像，有高耸的塔型，也有低矮的园林状，大致可以分

三类：平铺地面式、巨雕塑像式、碑（塔）形状式。经过各方面、各团体代

表讨论评选，多数人认为歌颂人民英雄的崇高形象，表现其伟大功绩，应

采取高大而挺拔的表现形式纪念碑。平铺地面式的方案首先被淘汰出

局，雕像和碑（塔）形式成了建筑形式争论的中心。

正当众人举棋不定时，有人提醒，中央领导对颐和园“万寿山昆明

湖”碑和北海“琼岛春阴”碑情有独钟，可以参考这两个碑的建筑形式进

行设计。一语惊醒梦中人，设计人员顿开茅塞，随即按“建碑”的思路侧

重设计。

根据周恩来关于建造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

示，都市计划委员会最后确定了“高而挺拔”的原则，并组织设计人员归

纳设计成 3个方案，送彭真并中央审定。

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梁思成是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设计专家，为

纪念碑的设计建造倾注了大量心血，1951 年 8 月曾专门致信彭真阐述

自己的设计理念。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彭市长：

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最近所绘人民英雄纪念碑草图三种，

因我在病中，未能先做慎重讨论，就已匆匆送呈，至以为歉。现发

现那几份图缺点甚多，谨将管见补陈。

以我对于建筑工程和美学的一点认识，将它分析如下。

这次三份图样，除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处理碑的上端外，最显

著的部分就是将大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洞（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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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大耸立的、石

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

地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

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

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

然在技术上不是不能做，

但是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全

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我认为这是万万做不

得的。这是这份图样最严重、最基本的缺点。

在这种问题上，我们古代的匠师是考虑的无微不至的。北京

的鼓楼和钟楼就是两个卓越的例子。它们两个相距不远，在南北

中轴线上一前一后鱼贯排列着。鼓楼是一个横放的形体，上部是

木构楼屋，下部是雄厚的砖筑。因为上部呈现轻巧，所以下面开

圆券门洞。但在券洞之上，却有足够的高度的“额头”压住，以保

持安定感。钟楼的上部是发券砖筑，比较呈现沉重，所以下面用

更高厚的台，高高耸起，下面只开一个比例上更小的券洞。它们

一横一直，互相衬托出对方的优点，配合得恰到好处（图二）。

但是我们最近送上图样，无论在整个形体上、台的高度和开

洞的做法上、与

天安门及中华门

的配合上，都有

许多缺点。

（1）天安门

是广场上最主要

的建筑，但是人

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因此，两者绝不宜用

任何类似的形体，又像是重复，而又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图三）。

现在的碑台像天安门的小模型，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

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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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英雄碑

是石造的而又必

须用另一种完全

不同的形体：矗

立峋峙、雄朴坚

实、根基稳固地立

在地上（图四）。

若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

也可以说是很古怪的筑法。

由上面两图中可以看出，与天安门对比之下，上图的英雄碑

显得十分渺小、纤弱，它的高台仅是天安门台座的具体而微，很不

庄严。同时两个相似的高台，相对地消减了天安门台座的庄严印

象。而下图的英雄碑，碑座高而不太大，碑身平地突出，挺拔而不

纤弱，可以更好地与庞大、龙蟠虎踞、横列着的天安门互相辉映，

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

（2）天安门广场现在仅宽 100 米，即使将来东西墙拆除，马

路加宽在马路以外建造楼房，其间宽度至多亦难超过一百五六十

米左右。在这宽度之中，塞入长宽约四十余米，高约六七米的大

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

场窒息，使人觉得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更使广场

透不出气的感觉。由天安门向南看去或由前门向北望来都会失

掉现在辽阔雄宏之感。

（3）这个台的高度和体积是被显得瘦小了。碑是主题，台是

衬托，衬托部分过大，主体就吃亏了。而且因透视的关系，在离台

二三十米以内，只

见大台上突出一

个纤瘦的碑的上

半段（图五）。所以

在比例上，碑身之

下，直接承托碑身
图四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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