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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14次大阅兵》

内容概要

《共和国14次大阅兵(1949-2009)》是军中作家的深入访谈,红色摄影师独特视角的全新记录共和国大阅
兵的最全读本。军中纪实文学作家咏慷经过多年的追踪采访.记录下了新中国十四次大阅兵的宏伟场面
，辅以著名的军中红色摄影师孟昭瑞先生和其他新闻摄影师拍摄的历年阅兵的珍贵照片，使我们不仅
能领略到作家笔下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史实，更从摄影家的眼中看到生动的历史瞬间。

Page 2



《共和国14次大阅兵》

作者简介

　　咏慷，本名陈永康，国家一级作家。广东东莞人。1968年应征入伍。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青春殇——1966年夏季开始的故事》，长篇散文《红色季风》
，长篇叙事诗《二月兰》。长篇报告文学《跨越苍茫》、《执著人生》、《一个院士的成功之路》、
《西部通道》、《抗SARS风暴》等二十余部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
报告文学大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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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14次大阅兵》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开国大阅兵背后的抉择第二章　在战火中淬炼——开国之初的国庆阅兵第三章　大阅兵，人
民军队最精壮的阵容第四章　赤手空拳锤炼威武雄师第五章　将星闪烁天安门第六章　武器呼唤“中
国制造”第七章　队列之中，将军也是一个兵第八章　在克服偏差中行进第九章　醒示第十章　战区
大演兵第十一章　改革开放新阅兵第十二章　正步威武出国门第十三章　20世纪末大阅兵第十四章　
共和国60周年大阅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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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14次大阅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开国大阅兵背后的抉择　　这是60年以前的事情了。准确点儿说，是新中国成立前后，
刚刚开始进入和平时期时所发生的事情。　　1949年，无论对中国历史还是对每一个当时的中国人来
说都是非同小可的转折之年。许许多多的事，都像滚滚翻腾的江水从他们身边奔流而过。中国人民解
放军穿着布鞋与土布军装走进北京城。全世界都向新生的华夏大地投来新奇的目光。　　开国大典时
的盛大阅兵几乎尽人皆知。然而，有些读者或许不一定清楚，在开国大典的盛大阅兵之前，北京市的
前身——北平，还曾经举行过两次颇具规模的阅兵式。　　时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著名作家刘白羽在
《北京入城记》一文中写道：“解放军下午一点钟进城！”这是在1949年1月31日上午传遍北平的消息
。电话铃到处叮叮响，一时之间，街道上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向前望着，人们向前拥挤。一辆播
音车开过来了。播音器响着：“亲爱的同胞们！北平得到了真正的和平！你们早晚盼望的人民解放军
进城了！他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光荣的胜利！⋯⋯”话还未了，掌声、口号声就轰然爆发五彩的小旗
纷纷抛上天空去。人们说：“今年春天来得早，看哪，那不是咱人民的英雄吗？”解放军的战士，一
个个扬着晒得红红的笑脸走来。北平人都记得，在这同样的街道上，曾经走过多少军队，不过那些都
是反人民的军队那些时候人们都沉默低下头，愤恨地走开，现在千万条手臂那样自然地扬起来，摇着
；千万个人那样热情地笑着、喊着。还没撤完的国民党军队想禁止一个三轮车夫喊口号欢迎解放军，
可是车夫坚决地回答他：“我们穷人叫我们自己喊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拦人民的道路，人们都融
合在一个声音里，这声音是快乐的声音。他们融合在一个行动里，这行动是欢迎解放军。　　护国寺
街头上，一个父亲把儿子举了起来，一只手扬着孩子的小手。许多妇女抢上去跟解放军的女同志拉起
手来又蹦又跳，小吉普车上解放军的军官站起来，向四周招手。一群人立刻把手伸上汽车去要求着：
“同志！我跟你拉拉手吧！”人们觉得这是光荣，是幸福。当解放军前头接防部队走向朝阳门的时候
，一个老太太突然扑向一个战士，拉着他的手说：“你们可来了！”东四牌楼变成了人海，不是事先
约定，而是自然汇集起来的。狂欢游行的行列越聚越多，北京大学、东北大学、铁路学院、长白师范
等等许多学校，都汇集到人民的海洋里来心里跳着秧歌舞。一个青年在街旁边发表演讲，周围聚了一
圈人。三轮车夫站到车上拍巴掌，几个孩子爬上了电线杆，他们的脸笑得像早晨的花朵。另外一群小
孩子捏着小拳头高声喊：“解放军万岁！”一个胡子很长的老年人，也和一群青年一道跳舞，青年们
高兴得把他举起来，他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周围一阵激情的呼啸，鼓掌欢
呼的声音，简直有如暴风雨。巨大的人民的海洋，继续向北涌去，人们喊：“到铁狮子胡同慰问入城
部队去啊！”一转眼又拥满了东口內的广场。雄伟的解放军行列也来了，学生们一眼望见，蜂拥上去
，无数的手争先恐后地伸出来，和解放军的英雄们紧紧地握手。秧歌队一队队地都到战士面前来，战
士们风暴一样地喊起口号。人们就唱歌来回答。他们歌唱共产党，歌唱人们的青春，歌唱自己的方向
。他们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青年们团团地围着自己的部队，市民们又团团围着青年，不少的父亲望
着儿子笑，姐姐拉着弟弟笑，一直笑到万家灯火，人们还在笑，还在笑。　　和铁狮子胡同的狂欢同
时，旃坛寺里也热闹成一团北京大学唱庆祝胜利歌，东北大学扭秧歌舞，华北学院表演农作舞。忽然
，人丛中出现了驰名全国的舞蹈家戴爱莲，她到北平来还没有公开表演过。今天，她走到战士的前来
，她快活地在一片掌声中跳了个“青春舞”。是的，从1949年1月31日下午1点钟这个可纪念的时刻，
北平开始了她的灿烂的青春⋯⋯　　1949年2月3日。北平举行了盛大的人民解放军人城式。中共北平
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授衔的4位元帅——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政治
委员罗荣桓，以及华北、东北的其他高级将领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　　据当时在场的老战
士们记述：　　2月3曰上午，从各个方位通往大前门、正阳门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鲜明耀眼的春联
，无数家商号、店铺的门脸上都张贴着“欢庆解放”、“开市大吉”的条幅。主要大街两旁的树干、
树枝上，绳头牵着绳头，彩旗连着彩旗，在春寒料峭的微风里飘舞摇曳。几条稍微宽敞一些的大路上
，则到处涌动着持有“欢迎人民解放军”横幅的人流和车辆。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群众团体的
队伍，人人手挥红绿小旗，排行列队，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行进。一辆辆披红挂彩
的宣传车，也随着人流缓缓驶进。各路群众的游行队伍，陆续朝东交民巷一带汇集。有时，人们遇到
两三个零散过街的解放军战士，都会立马高兴地高呼起口号，敲打起锣鼓，扭跳起还不太熟练的解放
区秧歌⋯⋯　　欢迎的人群情绪最高昂、口号呼喊得最激烈、歌声唱得最激越的时候，自然是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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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14次大阅兵》

到我军入城部队的先头行列已经出现在前门大街。就要接受城楼上平津前线军政首长检阅的时刻。　
　威武雄壮的入城阅兵式开始了！三辆绿色的装甲车作为前导。随后紧跟着的是几辆装有大喇叭的宣
传车。只听到军乐队凯歌高奏，合唱队歌声飞扬。装甲车编队数量虽不很多，但也有小型的、中型的
、大型的⋯⋯摩托化炮兵编队里，十轮卡载着炮手和弹药手，牵引着大口径榴弹炮，一辆接着一辆。
再后面是震天动地的坦克车队，也是日本造的、美国造的，五花八门⋯⋯这些机械化的武器装备，无
疑都是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缩影。　　欢迎的人群显然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和激动，他们不管大人小
孩，都像海潮般沸腾着，纷纷欢呼着涌上前去，有的登上装甲车，有的登上炮车，有的登上坦克。他
们兴高采烈地跟指战员们挤在一起，争抢着同他们握手，仿佛亲人一般相依相偎。　　随着“的的嗒
嗒”的激越马蹄声，以马匹颜色编队的骑兵由远而近。黑色的、赤色的、白色的、黄色的，一支支马
队膘肥体壮，四蹄翻腾，成四路纵队驰过人群。那矫健的骑手松持马缰，手中有节奏挥舞的马刀寒光
闪闪，给欢迎的群众带来一阵阵新的惊喜。　　给整个人城阅兵式殿后的是步兵编队。他们步伐整齐
，口号嘹亮，枪刺如林。那戴黑皮帽、红皮帽和黄皮帽的官兵显然来自白山黑水。他们按帽子的颜色
列队。打头的功勋部队将一面面鲜红的锦缎奖旗高高举起，许多指战员胸前的立功奖章，闪烁着耀眼
的光彩⋯⋯　　就这样，从前门大街到正阳门内外，从东交民巷到东四牌楼，到处都能看到入城部队
的行列，都能听到装甲车、炮车的隆隆声⋯⋯　　这威武雄壮的入城阅兵式，预示着古都北平开始了
历史上真正的春天⋯⋯　　入城阅兵式后，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军管会召集各方代表举行联席会议
，对部队提出尽快安定社会秩序的具体要求。　　20世纪末的一年，笔者曾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寻
觅一条名叫采石路的清静小路。这条小路因没有公共汽车而少去了大都市惯有的喧嚣，路两旁繁茂的
绿树，又使它更多了些生命的色彩。　　在一处简朴的寓所内，我采访了当年曾带领部队接管北平城
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的老政委莫文骅同志。莫文骅系广西南宁市市郊亭子村人，1910年生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据莫文骅老将军回忆，那些日子，佩戴“平警”臂章的解放军指战员，在北平人民的大家庭中，成了
举足轻重的一员。白天，他们在博物馆、报馆、图书馆、仓库、文物古迹和要害部位站岗值勤，夜晚
则身背钢枪。在大街小巷的路灯下巡逻、警戒、维护社会治安，将古都的名胜古迹和革命文物都完好
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莫老将军说：“北平的正月，寒风怒吼，滴水成冰，正是‘三九四九冰上走
’的时节。入城阅兵式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曾经乘吉普车到各警备区域内看望部队。目睹的情景实在
令人感动。在西直门内，我看到战士们盖着一条难以御寒的棉被，或穿一件很薄的大衣，挤在老乡家
的门道里、屋檐下。战士们冻得嘴唇发紫，也没有一个人去叫老乡家的门。驻在德胜门的部队，也同
样露宿在街头⋯⋯群众们见子弟兵冷得不能入睡，心里很不安，多次来或派小孩儿来叫，邀请战士们
到家里取暖，但战士们都婉言谢绝，坚持不进民房，不打扰群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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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色摄影师独特视角的全新记录，共和国大阅兵的最全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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