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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阅兵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唯一一次阅兵，这
在北京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五大书记共同检阅军
队的唯一一次。

西苑阅兵为开国大阅兵奠定了阅兵的基本范

本，是中国共产党人定都北平的一个奠基礼。
阅兵前的“扮演”和最后的一张合影，有着怎

样的故事和寓意？关于这次广为人知的阅兵背后，
还有诸多细节，没有披露。

1 949年1 月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古都获得
了新生。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后，中共
中央、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城的工作，迅速展开。

为了迎接党中央，北平专门成立了迁平委员
会。

当时，有人提议，解放军终于从山沟出来进
驻大城市，这是特别巨大的变化，应该、也值得
好好庆祝一番，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大事。迁
平委员会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将举行盛大的欢
迎仪式的建议报告至西柏坡。电报送到毛泽东主
席那里时，毛泽东没有同意。他平静地说：“还是
简单点好，不要动员那么多人，等到全国解放
了，再好好地庆祝嘛。”

在整个欢迎仪式的安排上，毛泽东对进城阅兵
这一项是同意的，并特意强调：“党中央进北平，
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
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为了组织好这次阅
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叶剑英、刘
亚楼、程子华等党政军首长齐聚六国饭店，对阅
兵这项重要活动进行专门研究，决定由被称为

“天生军事家”、时年39岁的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
长刘亚楼担任总指挥。

受阅的部队是东北野战军4纵，即当时改称为
41 军的英雄团 （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
白台山英雄团）、两个炮团和一个坦克营及一些英
雄功臣模范代表。主席临场，以36门礼炮各鸣4
响（演习弹），共144响示敬。检阅过程中，50门
六零炮发出500发照明弹，彰显威仪。

阅兵的程序和细节在经过完善后，呈报周恩来
副主席。周恩来等在西柏坡再次研究后，复电同意
阅兵方案，同时指示：不要鸣炮，用军乐代之。

“一定要计划好”

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红色政权和人民军队通过阅兵，来展现红
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建设的风貌，表达了人民
军队反击国民党军队“围剿”，抗击日本侵略者，
为创建新中国英勇奋战的坚强决心和革命英雄主义
气概。

1931 年1 1 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为庆祝第一次全国
工农兵大会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成立，中央苏区红军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举行
了隆重的阅兵典礼，这是红色共和国的“开国阅
兵”。毛泽东、朱德、项英等领导人检阅了红军受
阅部队。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虽然
程序比较简单，但它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风采，
在我军阅兵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33年6月，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建议，以南昌起义纪念
日——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央
政府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决定在纪念日举行阅兵。
8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的大埔桥红
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6
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项英等骑马检阅了红军
受阅队伍，红军中央警卫师和红军学校的师生参加
了受阅。检阅后，项英致辞并带领受阅部队宣读红
军誓词。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还向红军学校和红
军各部队授旗，向功勋卓著的红军指挥员颁发红星
奖章。最后举行了分列式，红军受阅部队在战旗的
引领下，抬着炮、扛着枪，迈着整齐的步伐，踏碎
尘土，昂扬坚定地通过检阅台。

这是红军第一次庆祝建军节，是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也是比较正规的一
次阅兵，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阅兵奠定了基础。

1944年 1 1 月 1 日上午，在延安东关飞机场，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
王震的陪同下，检阅了南下支队全体指战员。受阅
部队穿着崭新的灰色棉军装，迈着整齐的步伐，通
过主席台，接受中央领导同志检阅。王震带领全体
指战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庄严宣
誓：紧密团结，克服困难，英勇作战，用我们的血
和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1 月9日，南
下支队离开延安南征，毛泽东、朱德在王震的陪同
下，在延安机场再一次检阅了南下支队。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
武装举行的唯一的一次阅兵。

人民军队的几次重要阅兵

西苑阅兵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阅兵，是中共中央、中
央军委迁至北平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城的首次亮
相。

受阅的主体 41 军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部队。1946
年，在鞍海战役中，他们攻克鞍山海城，迫使国民党
军师长潘朔端率部起义。在新开岭战役中，首创东北
民主联军一次战役中歼敌一个整师的最佳战果，获得
了毛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电令嘉奖。在“四
保临江”战役中，保卫了临江、长白山根据地，扭转
了东北战局，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
进攻。

1948年1 0月，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防守核
心阵地塔山堡的第12师34团，面对10倍于己的优势
敌人，多次顶住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军第95师
和“敢死队”的疯狂搏战，苦战6昼夜，歼敌6000余
人，死守塔山，断绝东北的国民党军与其他援军的通
道，直接决定了辽沈战役的结局。

在锦州战役中攻克兴城后，41 军路过果园时，全
军官兵，没有吃拿乡亲的一个苹果，被誉为“军纪最好
的人民军队”，多次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41 军因以纪律严明著
称，是被毛主席、党中央指定担负北平市警备任务的。
在北平，41 军不负众望，赢得了“仁义之师”的赞誉。

这次西苑阅兵，41 军再次荣得殊荣，接受检
阅。接到受阅兵任务后，在极保密的状态下，进行
了最短时间的准备：拆洗棉衣棉裤、整理车辆装
备、检查军容风纪、挑选阅兵标兵、排练受阅队
形，以确保受阅官兵精神饱满，受阅装备精良，体
现胜利之师的精气神。

刘亚楼对这次阅兵非常重视，并特意在正式阅兵前
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作了两次预演。他对站在41军几
个方阵前的41军军长吴克华说：“你来充当一下毛泽东
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我来演习一次向你报告。”吴克华
最初不肯，但在刘亚楼的“命令式”的要求下，吴克华
还是扮演了一回领袖。而在进行预演时，全体受阅官
兵才知道，当天的最高检阅首长是毛泽东主席。

“军纪最好的人民军队”

西苑阅兵出现了“人民群众”“起义的国
民党将领”首次担任“检阅首长”的奇观。由
此，这次阅兵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夕
独特的历史记忆，也由此成为建党百年回顾的
红色经典。

其经典由八个片段建构而成：
第一个片段：“人民至上”。在西苑机场的

南边列阵的是坦克部队和重炮部队：两个野炮
团、三个高射炮团、一个榴弹炮营。坦克和炮
上插着各色各样的奖旗。在西边列阵的是200
辆美制汽车的摩托化部队。在北边列阵的是三
个步兵团组成的步兵方阵，形成一个大大的

“U”字。
在“U”字形的两头，一边是工人、农

民、学生、妇女等各界代表，一边是著名民主
人士。

当时的影像记录了这一时刻，毛泽东主席
率领的车队进入阅兵场，北平首任市长叶剑英
向前相迎，随之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与各界代
表、民主人士握手。其中，与华北妇女代表李
秀镇握手有半分钟之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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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选全国妇女
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并特邀参加西苑阅兵。

第二个片段：“军号声声”。毛泽东、朱
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进入
西苑阅兵场时，军乐大作。这支由四野总部组
成的军乐队，是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队
伍，这里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演奏员，有起
义投诚的旧军人，有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中
的乐手，尽管当时演奏的曲目还不是很多，但
演奏的阵势和悠扬的欢迎曲，一下子让在场的
人进入情境之中。

在毛泽东等登上检阅车之后，三名号手，
吹响了阅兵的号令。号兵，编在我军通信兵序
列，是一种“独门”武器。与军队同步诞生的
军号兵，在战争中能娴熟运用“进入坑道”

“已向你增援”“已送弹药”“要求增援”“冲
锋”“胜利了”等号令，这是我军独特的一种
公开的声音情报。

第三个片段：“突破仪式”。阅兵总指挥刘
亚楼向毛主席敬礼、报告：“毛主席，受阅部
队有坦克、炮兵、摩托化步兵、步兵团，有英
雄功臣，有模范代表等，现全部就位，准备好
了，请主席检阅！”毛主席还礼。这是军事文
化仪式的重要环节，阅兵总指挥向阅兵首长报
告受阅部队准备情况，明确报告给阅兵首长，
部队全部准备完毕。尽管当时的阅兵报告词还
不像以后历次阅兵中那样简洁，但这体现了阅
兵仪式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阅兵总指挥刘亚楼登上阅兵首长的检阅
车，一手扶着主席，一手扶着车把手，确保主

席在阅兵车上的安全，直到检阅结束。这在中
国阅兵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阅兵总指挥贴身护卫阅兵首长，虽是当时
形势环境等多种原因使然，但也更体现了对领
袖的忠诚，反映出人民军队爱自己的领袖。而
把自己藏于阅兵首长身后，更体现对领袖的突
出，对领袖的爱戴与尊崇。由此，毛泽东站在
吉普车上，双手扶车，检阅部队的历史瞬间，
成了人民军队阅兵史上的经典一幕。

第四个片段：“亮出心扉”。西苑阅兵场
上，用从战场上缴获的六零炮当礼炮，发射照
明弹500发。这是中国式阅兵这一军事文化仪
式的率先突破，是一种创新。发射照明弹，照
亮西苑，让阅兵场明亮，让阅兵更具观赏性，
能让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看到刚强的、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英勇斗志，坚毅钢
强，更能看到人民军队缔造者的亲善与亲和。
照明弹的光彩耀眼，更是照亮了共产党人的初

心，看到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时精辟的“窑洞
对”，看到了一切为了人民，看到了共产党人
的红心斗志，迎接进城后的大考，我们一定考
及格，考出好成绩，考出坚定与豪迈。

第五个片段：“应时破例”。西苑阅兵中，
我们看到了不仅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
共军队高级将领、北平党政领导，还有民主人
士、各界代表，特别是妇女代表团位列检阅阵
容上，更有国民党起义的高级将领也位于其
中。

新闻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这样的场景：五
大书记乘坐从战场上缴获来的美式吉普车，妇
女代表乘坐从战场上缴获的卡车，手中打着

“东北妇女代表团”的条幅，而其中两个卧车
夹在其间，一辆是昔日华北“剿总”司令，此
时是北平和平解放功臣的傅作义，一位是原华
北“剿总”副总司令，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贡
献的邓宝珊，这两辆美国生产的福特牌小汽
车，汇入了检阅阵容，由此构成了中国阅兵史
上的奇观。

在检阅前，已为毛泽东准备了一辆最好的
检阅车，以显示人民军队特别是最高统帅的威
风。但此时，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乘
坐我们自己军队缴获的战利品，检阅英雄的部
队不是更好吗！”他的意见，赢得了大家的一
致同意和称赞。毛泽东乘坐的那辆他从西柏坡
来北平时的缴获的美式吉普车检阅了部队。

第六个片段：“旗帜方阵”。人民军队一
路走来，在各个阶段都涌现了无数个英雄模
范集体，高扬战旗，高举胜利之旗、荣誉之
旗，是人民军队南征北战保家卫国光辉战绩
的写照，更是保卫人民和平安全，进行革命
建设的强大保障。仅四野参加受阅的队伍
里，就有40多面标志着突出贡献的奖旗。把
自豪写在脸上，把旗帜献给领袖。毛泽东主
席向“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
台山英雄团”三面英雄旗帜敬礼，并告知天
下：英雄业绩永远彪炳春秋，永远记住不会
忘记！

第七个片段：“欢呼震天”。受阅部队进入
阅兵场之前，不知检阅首长是谁？他们不问，
这是军人必须遵守的纪律。验枪，不准带手榴
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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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场上，他们执行着这铁的纪律。
而当毛主席乘车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在保持纹
丝不动的身躯上，把胸腔开合到最大，从内心
中呼出“毛主席万岁！”这一场景激发了同在
检阅车上的各界代表，他们也高呼“毛主席
万岁！”受阅官兵不仅仅是激动，更多的是向
领袖、向人民保证，坚决执行入城纪律，牢
记入城守则，保护爱戴人民！真正做到“秋
毫无犯！”

第八个片段：“谦恭致礼”。西苑阅兵式，
如果按现在的阅兵式程序，实际上只有检阅
式，而没有分列式。但是，它在我军阅兵史上
却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我军最高统帅在解放
战争史上唯一的一次阅兵，也可说是半年后所
举行的开国大典阅兵式的一个预演。这次阅兵
不仅开创了中国式阅兵的仪式礼仪，也为新中
国建立构建了独特的军事文化。还体现了人民
军队的一定是新中国建设的保卫者。阅兵后，
张澜惊讶地说：“这就是毛公1946年说的那几
十万条破枪吗？此时的解放军，早已鸟枪换炮
了。”

傅作义更是感慨地说，“看到第四野战军
阅兵，威武雄壮，气宇昂然，解放军不愧是一
支无坚不摧的胜利之师。”西苑阅兵刚一结
束，各界代表、民主人士围住了毛泽东主席，
争相握手问候。毛主席谦恭微笑致礼。

当有人提议照一张照片时，毛主席退后恭
让，坚决让“众人”在他前面。但“众人”合
手，把毛主席推上前，推到中间。合家欢影，
统一战线，锁住历史，留下永恒。其“众人”
这一推，成为历史的一推，此时的毛泽东“身
不由己”，被推到了“众人”前面的“C”位。

确切地说，毛泽东是被历史和中华民族推
到了前面。

（本文作者漆亚婷为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
宣教部宣教员、闫树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后
勤学院副教授）

八大经典看点

西苑阅兵八大看点
漆亚婷 闫树军

西苑阅兵结束后拍照时，毛泽东谦逊恭让，执意要站在后边。但最终还是被“推”到前面，被推到了“C”位。

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在西苑机场阅
兵。图为检阅“塔山英雄团”。

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乘敞篷车在西
苑阅兵检阅高炮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