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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0月 1日 15時，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前隆重舉行開國大典。伴隨著代國

歌《義勇軍進行曲》激昂奮進的旋律，毛澤東親手按動電鈕，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第一面五星紅旗。接著，毛澤東以他那濃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聲音傳遍天涯海角，震撼神州大地。從此，一

個嶄新的時代開始了。

關於新中國國名的討論

為了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慶祝這個勞動人民當

家作主的新政權的誕生，中共中央擬於 1949年 10月 1日，在首都北京隆重舉行開國

大典。

中共中央對開國大典的籌備工作十分重視。1949年 7月 1日紀念中國共產黨的第

二十八個生日後，就成立了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周恩來任主任，彭真、林伯渠、聶

榮臻、李維漢任副主任。經過充分討論研究，擬定開國大典由三大議程組成：（1）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2）中國人民解放軍閱兵式；（3）人民群眾遊行。

9月 21日至 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的全

過程自始至終充滿了極其民主而和諧的氣氛。從《共同綱領》、政府組成，到國名、國

旗、國歌、國徽，無不是經過反覆的討論，按會議程序表決通過的。

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中原本提出的是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直到最後一

天的討論，清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張奚若提出質疑。他和幾位老先生都覺得這名字太

長，不如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

民而不民主？何況，“民主”一詞 democracy來自希臘文，原義與“人民”相同。於是，

經過討論和表決，終於採納了這個提議，確定新中國的國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能不能簡稱“中華民國”呢？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因為新政協

籌備會第三小組在起草《共同綱領》時，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

的表述方式。周恩來對此作過解釋，說主要是考慮到“中華民國”已經叫了三十八年，

一下子取消，怕有人不能接受。對“中華民國”這一簡稱的使用，大家有不同看法。

考慮到這個問題的敏感性，周恩來和林伯渠極為慎重，聯名設午宴邀請三十位辛亥革

命時期的前輩徵求意見。這些都是追隨過孫中山先生的老人。反覆交換意見以後，大

家終於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

中華民國只能代表舊民主主義，二者不能混淆，因此不能用其作簡稱。

這樣，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所有大會文件中，統統去掉了“（簡稱中華民

國）”幾個字。

北京天安門廣場，開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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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旗杆修建一波三折

在開國大典籌委會確定的三項議程中，無論哪一項，首要的問題都是選定場地。

最初選擇場地時，曾考慮到天安門廣場和西苑機場兩處。經過周密對比研究，最後選

定了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原本是皇家專用的一塊禁地，是不許老百姓通過的。開國大典前的天

安門廣場，就是中華北門及其東西兩道南北走向的紅牆之間，直到金水橋前凹形的空

場，其南北長百餘米，東西寬七八十米，遠沒有現在這麼寬大。

8月 9日至 14日，北平市舉行第一屆市民代表會議，會上作出整修天安門廣場的

決議。遵照這個決議，北平市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制定了天安門廣場整修任務，主要包

括以下四項：一是，整修廣場場地供群眾集會用；二是，修補東西長安街道路供遊行

的群眾隊伍和閱兵式軍隊通過用；三是，粉刷天安門城樓；四是，在天安門廣場最合

適的位置設計並修建與天安門城樓頂一樣高的旗杆，供大典時升國旗用。四項任務中

的第四項為重中之重。全部整修工程必須在 9月完成。

整修天安門廣場場地，主要是靠北平市各界群眾義務勞動實現的。共青團北平市

委籌委會和北平市學聯，要求各校在 9月 10日星期六下午組織四千三百名學生到天安

門廣場義務勞動。消息在報上和各學校一公佈，兩天時間內，就有一萬八千人報名。

各校只好採取抽籤辦法決定誰能參加。9月 10日 15點，勞動開始。在廣大學生的影響

下，北平市各界群眾紛紛來到廣場，參加義務勞動，廣場很快就舊貌換新顏了。

修建旗杆是整修廣場工程四項任務中的重點，完全由專業人員承擔。市建設局相

關技術人員主持這項工程。當時提出要求：國旗自動升降，升旗時間要同國歌演奏時

間相協調，國歌奏完，旗升到頂，並自動停止。原來，設想旗杆要與天安門城樓頂等

高，限於當時的技術條件和時間緊迫，只能根據實際情況作些變更。

技術人員到自來水公司選了四根直徑不同的自來水用鋼管，套起來焊接到一起，

只能做到 22.5米高，報經上級批准後，按這個修建。施工人員日夜加班，靠搭腳手

架，把 22.5米高的旗杆樹起來，在底座上固定牢，同時安好了自動升降裝置。在裝

上旗杆前，對這套裝置進行了仔細認真的調試，基本做到了正常運行，時間上也符合

要求。

為了能在天安門城樓上操縱升旗開關，他們又在修補天安門前東西長安街道路

時，預埋了一根橫穿馬路的鋼管，導線通過鋼管橫穿馬路，沿金水橋越過金水河，從

城樓東南角引到城樓中央，在那裏接上一個開關按鈕。經過多次試驗，確認自動裝置

運行正常了，施工人員才拆除了旗杆四周的腳手架。

9月 30日，在正式啟用前，技術人員作最後一次試驗。沒想到的是，旗子升到頂

了，馬達還在轉動，結果旗子絞到桿頂的滑輪裏撕破了，卡在裏面退不下來。這時，

腳手架已經拆除，無法修理了。

這下，可急壞了大家，馬上向建設局領導報告。很快，調來了組建不久的消防

隊。可消防隊架起的雲梯比旗杆頂還低好幾米，根本夠不著。這時，有人急中生智，

提議找來兩位善攀高、頗有些名氣的搭彩棚的高手。他們到現場一看，二話沒說，冒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紀念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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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危險從雲梯爬過去，再攀到桿頂，把旗子從滑輪裏取了下來。

技術人員又連夜進行多次試驗，直到 10月 1日凌晨，終於有把握保證升降裝置正

常運行了。但是，他們還是怕“萬一”再有意外。經報請大典指揮部批准，又準備了

一套保障措施，即：開會時，讓一個人守在旗杆下，萬一再發生旗子升到頂自動裝置

不停的情況，便立即手動切斷電源使升降裝置停下來；另一個人守在天安門城樓安裝

開關電鈕的三腳架邊上，以便從技術上保障升旗順利完成。

開國大典隆重舉行

10月 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開國大典，標誌著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新的人

民共和國的誕生，為舉世所矚目是理所當然的。

為了這一盛典，各項準備工作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開始了。訓練參加閱兵儀式的

各兵種部隊，準備好要放的禮炮、禮花，城樓和廣場的會場佈置，保證第一面五星紅

旗的順利升起，以及組織三十萬群眾有條不紊地參加慶祝，所有這些都自上而下層層

有專人負責，而且不斷檢查。直到 10月 1日天蒙蒙亮時，周恩來還親自登上天安門城

樓作最後的檢查，然後又來到廣場審視了整個佈局。

這一天，天安門城樓上懸掛著八盞宮燈，八面巨大的紅旗迎風飄揚，使古老的城

樓煥發出媚人的青春。當時還沒有電梯，登上城樓，得一步一步邁上那古老的台階。

每一個登上城樓的人，都是那麼意氣風發，心花怒放。

15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慶祝大會”正式開始。廣場上軍樂隊

奏起了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響徹雲霄。毛澤東按動電鈕，升起了第一面國旗——五

星紅旗。與此同時，鳴禮炮二十八響。接著，毛澤東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

所有這一切，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現場直播傳遍了神州大地。這還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第一次進行這樣的現場直播，擔任播音的是當時最優秀的播音員齊越和丁一

嵐。如今，重放當年的錄音，還能聽到丁一嵐那清脆悅耳的聲音：“國旗已經上升到旗

杆的頂尖，開始在人民首都的晴空迎風招展。她象徵著中國的歷史已經走入一個新的

時代，我們的國旗——五星紅旗將永遠飄揚在人民祖國的大地上。”

接著舉行閱兵式，朱德總司令檢閱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的受閱部隊。10月 2日

《人民日報》發表《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一文，文中寫道：

密林般飄揚在高空的紅旗，無數紅色的五星燈、圓燈、各種兵器與鐮刀斧

頭，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巨幅

標語下標誌出人們一致的強烈願望：要鞏固自己的祖國與人民政府。所以，在朱

總司令檢閱人民的海陸空軍部隊與這些部隊在會場中心舉行分列時，群眾中湧起

了同樣狂熱的歡呼。整整兩個半鐘頭的檢閱，許多人連坐也沒坐一下。電影機、

照相機、望遠鏡和幾十萬雙眼睛，一直集中凝結在受檢閱的部隊身上，生怕看不

清或漏過任何一個可以看得到的武器與戰士。

人民的武裝部隊兩個半小時的檢閱，給予人民的是更加堅固的勝利信心。我

國年輕的海軍部隊與空軍部隊，第一次公開地列隊出現在人民領袖和廣大人民的

面前了。海軍陸戰隊整齊的步伐、煥發的精神，使人堅信他們既然從無變成有，

必將從小變成大。隨著我們偉大祖國的繁榮鼎盛，我們會建設起一支強大的海

軍。空軍成列成隊地飛過會場的上空，人叢中帽子飛舞起來，手巾揮舞起來，手

裏拿著的報紙和其他物件都飛舞起來。人們隨著軍樂隊奏出的《解放軍進行曲》

的響亮節奏拍著手，合著拍子，發出這樣那樣的聲音，幾十萬的脈搏同速地跳動。

步兵部隊、炮兵部隊、戰車部隊與騎兵部隊以等距離、等速度整連整團整

師地穩步行進，是檢閱中歷時最長的一段，一直頂到太陽西下。但是，人們不

厭其多，不厭其久；人們互相詢問著：“這是什麼炮呀？”“這是什麼人呀！”每

個人都把別人當成全知者，想更多地得到對自己部隊的知識。指揮台上久經戰陣

的軍官們向身旁的非部隊人員不斷地解答著：“頭兩輛並排的小吉普車是指揮員

和政委，後兩輛是參謀長和政治主任，後面一輛是旗兵，這隊野炮是日式九零野

炮，能打三十華里，這是美國的十五生的大榴彈炮，這是中型坦克，這是裝甲車

營……”所有摩托車與戰車、炮車……都是油漆了的，裝了紅星與八一字樣，輪

子一圈白，顏色壯美而一致。這是人民的戰士們加意裝飾了的。

往西長安街看，不知部隊已走出多少里；往東長安街看，不知還有多少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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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隊準備走進會場來，人們越看越振奮，覺得自己祖國的武裝力量已是如此地

強大。騎兵部隊的許多連隊最後以極整齊的五馬並跑經過主席台前時，激起多次

的熱烈鼓掌。不僅跑的齊，而且馬的顏色也是以各個連隊為單位，要白全白，要

紅全紅。最後一隊騎兵跑過去的時候，天安門紫壁上的太陽燈、各色燈光在黃昏

裏開始發亮，人叢裏的燈籠火把都點著了火，全場一片火光紅浪；爆花筒向高空

成群成群地放出紅色、綠色、雪白色火球，拉著無數美豔的火絲，回頭下降，劈

劈啪啪響成一片。東西長安街上夾道的人群，開始圍觀提燈遊行的漫長行列，交

互地喊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毛主席萬歲”的歡聲。

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毛
澤
東
訪
蘇

●

毛澤東不顧新政府面臨的千頭萬緒，又急切地提出了訪蘇的要求。

斯大林：“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

毛澤東：“搞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澤東說要提前回國。

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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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6月 30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週年的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

專政》一文中，提出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旗幟鮮明地向全世界宣佈：中華人民

共和國將堅定不移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宿願得償

毛澤東非常重視同蘇聯的關係，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桅杆剛剛冒出地平線時，

他就多次提出過訪問蘇聯的要求。但由於種種原因，始終沒有成行。中華人民共和國

剛一宣告成立，毛澤東不顧新政府面臨的千頭萬緒，又急切地提出了訪蘇的要求。

1949年 11月 5日，毛澤東要求斯大林的聯絡員柯瓦廖夫向斯大林轉達他想去莫斯

科的願望。他說，他希望 12月就去莫斯科拜訪斯大林，因為那時恰逢斯大林七十歲大

壽，蘇聯友好國家的代表團將從世界各地前往莫斯科，這樣，“訪問莫斯科將更具有公

開的性質”。

為正式表達他的願望，三天後，毛澤東向莫斯科發出正式電報，表示希望訪問蘇

聯。毛澤東仍不放心，考慮到以往的幾次訪蘇要求都被斯大林以各種藉口婉拒，他這

一次下定決心要達到目的。因此，毛澤東又通過多種方式向斯大林表明他的強烈意願。

9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專門致電新任駐蘇大使王稼祥，說明已請柯瓦廖夫

通知斯大林，請他立即詢問蘇聯方面，斯大林準備何時邀請毛澤東去莫斯科。10日，

毛澤東又委託周恩來去會見蘇聯大使羅申，再請羅申將毛澤東的願望轉達給莫斯科。

經過這一連串的催促之後，蘇聯方面終於作出了正式答覆，同意毛澤東以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最高領導人的身份，於斯大林七十歲誕辰慶祝活動舉行之前，前往莫斯

科開始他的正式訪問。

初次會晤斯大林

1949年 12月 16日中午 12時整，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徐徐開進莫斯科的雅羅斯拉夫

車站。

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蘇軍元帥布爾加寧等人在車站迎接毛澤東。他們

知道毛澤東在路上感冒，身體不適，解釋說，本來在車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歡迎儀式，

因天冷，一切從簡，只有一個儀仗隊舉行迎接禮，只須繞行一趟，也無須答禮。如願

發表談話，可把發言稿交報社發表。總之，所有檔案材料都表明，毛澤東並未受到他

所期望的那種熱烈的擁抱和歡迎。

歡迎儀式結束後，毛澤東前往斯大林的第二別墅下榻。這是斯大林在衛國戰爭期

間的住所，有一個很大的地下指揮部。

當天 18時，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的小會客廳會見毛澤東。18時整，廳

門打開了。斯大林和蘇共全體政治局委員及維辛斯基外長站成一排，迎接毛澤東。這

是破例的一次，斯大林一般不到門口迎接外賓。斯大林緊緊地握著毛澤東的手，端詳

了一陣說：“你很年輕，紅光滿面，容光煥發，很了不起！”他回過頭來，又把自己的

同僚一一介紹給毛澤東。大家圍站在大廳裏，相互問好，互表祝願。

斯大林對毛澤東讚不絕口：“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是中國人

民的好兒子！我們祝願你健康！”又說：“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祝賀你們前進！”

這時氣氛十分熱烈、動人。毛澤東回答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

說⋯⋯”不等毛澤東講完，斯大林立即插話：“勝利者是不審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

是一般的公理。”

大家邊談邊徐徐入座。蘇方官員列坐在斯大林的右側，毛澤東及翻譯師哲坐在左

側。雙方的談話海闊天空，從前線的軍事情況談到經濟建設、糧食收成、土地改革以

及群眾工作等。談話從一開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澤東此行的意圖和願望。

談話歷時兩個多小時，蘇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說話，其他人都未插話。

斯大林問毛澤東：“你來一趟是不容易的，那麼我們這次應該做些什麼？你有些什

麼想法或願望？”毛澤東表示：這次來，一是為祝賀斯大林七十壽辰；二是看一看蘇

聯，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都想看一看。斯大林說：“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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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麼東西？”毛澤東回答：“恐怕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什麼東西，這

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這句現在經常引用的話當時頗令蘇聯人困惑不解，

中方翻譯師哲試圖但並沒完全翻譯清楚這句話。

毛澤東這裏所談到的“這個東西”，其實指的就是兩國之間應該簽訂一個新的條

約。這件事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劉少奇秘密訪蘇期間已經作為一個重要問題與

斯大林初步商談過了。毛澤東急於到蘇聯的目的，也正是為了“這個東西”。畢竟一個

新中國的建立需要有一個完全不同於舊中國的新面貌，而以一種顯示共產黨國家之間

平等關係的新條約來代替國民政府同蘇聯訂立的舊條約，也是向國人和世界證明毛澤

東選擇“一邊倒”的必要性的最有力的證據。而斯大林沒有理解東方人的幽默，還是

猜不透毛澤東此次訪問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仍婉轉地繼續詢問。毛澤東不肯明說，

可能是他認為蘇方應該主動提出幫助我們，不主動提是不誠懇的。他對斯大林說：“我

想叫周恩來總理來一趟。”斯大林表示驚訝，反問道：“如果我們不能確定要完成什

麼事情，為什麼還叫他來，他來幹什麼？”顯然，斯大林在追根尋底，但毛澤東沒有

回答。

總之，在第一次會見中，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沒有猜透對方的心理和意圖。這是雙

方首次會談遇到的難題。

莫斯科冬日的寒意

第一次會談之後，毛澤東感到有點奇怪，他不曾再見到斯大林或其他政治局成員

再來進行任何實質性討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 1950年 1月。在這段時間，毛澤東可

能僅在一個更大的場合與斯大林見了面，那是 12月 21日，這一天中國代表團和其他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代表團一起參加了斯大林七十大壽的慶典。

從此時到年交之際的那段時間，斯大林給毛澤東打了兩三次電話，但電話的內容

非常普通，並沒有打算打破當時的停滯。這些電話的調子與斯大林和毛澤東初次見面

的調子基本一致，暗示在 12月斯大林仍不願推動正式條約的談判。

毛澤東曾在 1956年與蘇聯大使尤金會談時對此進行了回憶：

在和斯大林的第一次非常會見中，我建議最後搞個國與國之間的條約，但

是斯大林沒有回答。在我們第二次會見中，我又重談這個問題，給斯大林看了中

共中央建議簽訂同樣條約的電報。我建議周恩來可以來莫斯科，因為他是外交部

長。但是，斯大林反對這項建議，說這很不便利。因為資產階級的報刊會大叫整

個中國政府都在莫斯科。接下來，斯大林避免與我見面。我試圖給他的公寓打電

話，但他們總是回答斯大林不在，並提議我與米高揚見面。

就在 12月 21日壽辰慶典之前，毛澤東對蘇方的這種慢節奏開始表示憤怒了，並

開始把他想與斯大林進行實質性討論的想法公之於眾。毛澤東在住處接待了柯瓦廖夫

和使館參贊、中文翻譯費德林，並請柯瓦廖夫安排在 12月 23日或 24日與斯大林見

面，同時提供了兩種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要麼正式解決一攬子問題，其中中蘇條約

是關鍵；要麼發表共同聲明，以體現雙方的某種理解。

以後，毛澤東曾回憶起 12月在莫斯科的事情。他說，在他滯留莫斯科期間，他感

覺到了不快，結果他下定決心待在別墅裏一動也不動。和柯瓦廖夫、費德林的談話氣

氛是不佳的，他有意這麼做，因為他想通過這兩個人把他不滿的信息傳給斯大林。此

時，這兩個人其實是擔任了翻譯、陪客和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信使”。有一次和

柯瓦廖夫交談時，毛澤東怒氣沖沖，要求知道請他來莫斯科的原因。“你們把我叫到莫

斯科來，什麼事也不辦，我是幹什麼來的？難道我來這裏就是為天天吃飯、拉屎、睡

覺嗎？”

後來湊巧發生了一件沒有預料到的事：英國通訊社造謠說，斯大林把毛澤東軟

禁起來了。毛澤東訪問蘇聯，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最高領導

人同蘇聯黨和政府最高領導人的第一次直接會晤，理所當然會引起國際輿論的高度重

視。但十幾天來，竟沒有消息報道會晤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這當然要引起種種猜

測。中國代表團為此很著急。此時，足智多謀的王稼祥提出以毛澤東主席答塔斯社記

者問的形式，在報上公佈毛澤東到蘇聯的目的。1950年 1月 2日，這個《答記者問》

見報。

在《答記者問》中，毛澤東說：“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於解決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