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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筹建新中国的四件决议案
王德渊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
了四个决议案，即：“一、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京。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
京。二、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
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
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底五星
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这四个决议案，以
及 1950年 9月，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提出，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
通过、决定国徽图案的决议案，都是关于新中国重
要标记的决议案，均是中国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
协商的结晶，并以它们所具备的划时代意义，永远
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

关于共和国国徽的图案，送来应征的
图案虽然不少，但都无法采用，因为投稿
者大都把国徽误为国标，把国徽设计成和
国旗一样有国家标记的图案，所以在
1949年 9月 25日晚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
上未能通过，仍由原负责该项工作的小组
继续设计，直到1950年 6月 20日晚，由
周恩来召开的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最后一
次讨论国徽方案的会议上才确定下来。

1950年 6月 23日，政协第一届全国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提出了国徽图案
及其对图案的说明，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后，于1950年 9月 20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
公布。

当天，《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徽图案说明》，指出“国徽的内容
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
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
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徽使用办法》，规定了可以悬挂
国徽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国徽的悬挂
方法；国徽之其他使用；以及不得使用国
徽的场合，如不能用国徽图案作个人住室
的陈设和点缀，不能用国徽图案作工商业
品的标记及广告等。《人民日报》为此发
表了《尊敬国徽、爱护国徽》的社论。

从 1949年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到 1950年 9月第一届
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一期间所
通过的关于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徽、
纪年和首都所在地等问题所作出的决议，
在1954年 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根本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得到了
宪法确认。在该法案第四章第 104 条到
106 条的 3 个专门条款中，正式明文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
旗”，“国徽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
是麦穗和齿轮”，“首都是北京”。关于国
歌，由于1949年中国人民政协的四个决
议案中，指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
歌”，为此，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将它称
为代国歌。

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时，
正式明文作出了决议：以 《义勇军进行
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

［原刊《纵横》30年典藏（2001卷），本
次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决定国徽

关于新中国国旗、国徽的图案，国歌词谱的征
集工作，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召开之前已经开始。在1949年6月召开的新
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成立了由21人
组成的筹备会议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并决
定在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进行这次会
议及成立新中国的各项具体筹备工作。常务委员
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
沫若、陈叔通。常委会领导下的6个小组，均为自
愿报名参加。

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是第六小
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沈雁冰。成员有16人：马
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
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
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

1949年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
议。这次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
和国歌词谱；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
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选工作除小组成员参加外，
另聘专家参加。

8月5日，第六小组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参加国旗、国徽图
案评选委员会。

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消息一见
报，立即引起社会各方面人士极为热烈的反应。全
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大学教授、中
小学教师、机关干部、作家和其他职业者都纷纷应
征。他们精心设计的用工笔绘制并附有详细说明
的各种国旗图案，从解放区和待解放区联翩飞来。
特别是还有大批的华侨设计的新中国国旗图案，
远渡重洋，从美洲、欧洲、印尼、马来亚……飞回祖
国。一个月之内，政协筹委会就收到国旗设计图案
2992幅。

8月中旬，政协筹委会审阅了寄来的国旗设
计图案，经过多次讨论，认为评选应注意三点：一、
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政权
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三、庄严简洁为主。经过评选，应征稿
件的构思设计符合上述三点要求的，大致可分为
四类：锤斧交叉并加五角星；以两色或三色横条或
竖条组成旗面，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锤斧或五角星
或嘉禾齿轮；旗面为红色或2／3为红色，1／3为
白、蓝、黄各色，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也有旗
面为红色，在左上角加上黄色一大四小五角星的，
意即大星代表共产党，4个小星为工、农、小资产
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象征着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评选委员会从来
稿中精选出38种国旗草图，编成《国旗图案参考
资料》，供全体会议讨论。

经过大会、小会反复讨论、认真评选，1949年
9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了关于国旗、国
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协商座谈会。出席座谈
会的有周恩来、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
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
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

在座谈会上，毛泽东拿出了两幅国旗设计图
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
旗。经过座谈会的讨论，毛泽东听取了评委们的意
见后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
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
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
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国旗也没有什么该
国特征。代表国家的特征可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随即拿起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
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
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
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
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
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
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经过政
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决议案，作为新中
国国旗的五星红旗就诞生了。

数月后的1949年11月15日，新华社曾发表
专讯，就国旗问题答读者问，并进一步指明：“旗上
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
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
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
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
心而团结。”

国旗诞生

关于共和国的国歌，在 9 月 25 日晚
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上，大家要求很高，开
始有些冷场，最先打破冷场局面的是徐悲
鸿，他建议“用 《义勇军进行曲》 代国
歌”。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的赞
同。周恩来附议说：这支歌曲豪迈雄壮，有
革命气概，节奏也很鲜明，适于演奏，作为
代国歌是很合适的。

他们的意见获得大家的纷纷赞同，于是
关于代国歌的议案很快即获得与会者的一致
通过，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案。

《义勇军进行曲》 是 1931 年日本帝国
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由于当
时的国民党当权派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
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
步步得逞，导致我国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
机日益严重，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
险。此情此景促使由田汉、聂耳创作出这首
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意在呼唤着全国人民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奋起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首
不朽的抗日救亡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
风靡于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
的信心和决心。

当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历史已经发生
翻天覆地变化之时，这次政协全体会议为什
么仍决定一字不改地以《义勇军进行曲》作
为国歌呢？正如周恩来曾经说的，就在于使
我国人民“居安思危”，做到警钟长鸣，为
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针对群众中对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
新中国的国歌而未作修改的疑问，1949年
11 月 15 日，新华社在答读者问中明确指
出：“《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
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
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
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建过程中的艰难忧
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
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

新华社的答读者问还以18世纪德国资
产阶级大革命后和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法国和苏联采用的国

歌为例，指出：“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
《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
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歌
曲，歌词原为刚刚经历了保卫巴黎公社战斗
的鲍狄埃于1871年6月写成的一首气壮山
河的诗篇。1888年 6月，又由法国工人狄
盖特将它谱成歌曲，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
法国和比利时流传，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列
宁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个有
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
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
乡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
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给自己
找到同志和朋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胜利后，从1917年至1944年，前苏联一直
使用《国际歌》为国歌，鲍狄埃的原诗为六

段，前苏联使用它为国歌，只采用原诗的一、
二、六段。

《马赛曲》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
革命歌曲。词、曲均为鲁日·德·李尔手笔，
它创作于1792年，歌曲的内容充分反映了当
时在奥地利、普鲁士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危急
形势下，法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暴政的革命
意志和爱国热情。歌曲原名为 《莱茵军战
歌》，因1792年在奥地利、普鲁士联军进犯巴
黎时，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派出的500名志愿
军在奔赴保卫首都巴黎的前线时唱着这首歌，
因而有《马赛曲》之称。1795年 8月，法国
国民公会通过了新宪法时，把《马赛曲》定为
法国国歌，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当局害怕人
们因唱这首歌而联想起法国革命，一度予以废
除。到1879年第三共和国时《马赛曲》又被
恢复为法国国歌，一直沿用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业已取得伟大
胜利。为此，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
曾经鼓舞着我国人民前赴后继去争取抗日救国
胜利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其用意
显然是为了号召我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
要忘记过去，继续发扬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艰
苦奋斗精神，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

决定国歌

1949年 9月 25日晚，在毛泽东召集
的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
题协商座谈会上，除国徽一项未完成设计
任务外，不仅对国旗图案和国歌词谱达成
共识，而且还对新中国的纪年和国都设在
何处问题，均取得了一致意见，从而保证
了有关议案获得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一
致通过。

纪元是历史上纪年的起算年代，新中
国成立前，我国是沿用中华民国纪元，是
以 1912年作为中华民国元年计算年代。
1949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已发生了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因而不宜再
沿用中华民国纪年，也“不宜用一种与世
界其他国家不同的纪年方法”，为此，决
定新中国的纪年方法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
致，采用公元纪年。

公元纪年也叫基督纪元，它是以耶稣
基督的诞生为公元元年起算年代的。对
此，新华社在答读者问中，亦明确指出：
新中国之“采用公元，并无宗教意味”，
因为这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公用的
纪年方法，并不是基督教国家独用的”。

与此同时，鉴于北平为我国历史上
辽、金、元、明、清及民国初年的故都，
对于新中国定都北平也作出了决定，并将
其从1928年起沿用下来的北平之名改为
北京。

决定纪年
和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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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顾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具有极为重
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与人民政协报社从
历年出版的文史资料中，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回忆文章重新编发，为党的百年
华诞献礼。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在宣传普及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创新成果方面的
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