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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
李红梅

在 1949 年新政
协筹备会期间，征
集的国旗国徽国歌
来稿中，国徽图案
较少，且不尽如人
意。根据毛泽东的
意见，国徽拟制工
作在人民政协第一
届全体会议之后再
行决定。

新 中 国 成 立
后，经过全国政协
的 进 一 步 协 商 讨
论，提交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通过的
国徽，终于在 1950
年国庆节悬挂在天
安门城楼上。

国徽设计只是第一步，还要做相
应的定型、制作等工作。国徽定型设
计交给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推荐了
该系高庄教授。在国徽设计过程中，高
庄支持梁思成提出的“国徽代表国家，
是政权的象征，不是商标”等观点，但
在定型时，高庄却认为这幅国徽图案审
美上是“自由主义”的象征，并因此与
梁思成产生激烈的争论，乃至“工作中
的斗争”。

为了赋予国徽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
代精神，坚持政治性、艺术性、自然性
和历史性的统一，高庄觉得有必要对
平面图稿进行改动。鉴于国徽的图案
是经毛泽东审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通过的定稿，若再修改就从学术争
论上升到政治范畴。高庄顶着巨大的
压力，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坦诚提出
自己的意见：“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
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据
高庄的儿子高康回忆，当时看过这封
信的许多人，每忆此事都无法忘记那
令人触目惊心的开头。钟灵看后还曾
劝高庄“有点过火吧”。但高庄以强烈
的使命感不为所动，递交了此信。
毛泽东接受了高庄的意见。不久，中
央派彭真、康克清到高庄家听取情况
说明，并转达毛泽东同意进一步提高
的指示。

从7月初到8月中旬，高庄经过一
个半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国徽模
型的设计塑造工作。

8 月 18 日，沈雁冰在政务院会议
室主持召开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歌
奏唱办法及审查国徽图案座谈会。高庄
就国徽模型塑造作了说明：“耽误时间
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
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
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
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
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
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

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
来。”其修改部分及理由为：绸带的修
改——新图较旧图更有力，更规律化；
稻粒的修改——仍有丰富感，但不凌乱
琐碎；将非正图改为正图——易于
仿制。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高庄塑造的
国徽浮雕图案。

9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
之。”同时公布了国徽及图案说明：“国
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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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尊
敬国徽 爱护国徽》：国徽鲜明地表现
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
家。……我们的国徽就是这样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与新中国诞生
的象征。

定型后，张仃带领“美术供应社”
的人员赶制了第一枚木雕国徽，于
1950 年国庆前夕安装在天安门城楼
上。1951 年 5月 1 日，沈阳第一机床
厂精心制作的金属国徽（铜铝合金）取
代了木雕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
至今。

国徽的设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
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任务完成后，政务
院向梁思成、林徽因、高庄、张仃等8
位主要参加设计制作的人员颁发了一份
奖励：每人800斤小米。这在当时是一
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领
取，将之捐给抗美援朝前线了。

（作者单位：中国政协文史馆）

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在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国旗国
徽国歌启事发出后，应征来稿中，
国徽图案较少 （设计稿 112 件，
图案 900 件）。1949 年 9 月 25 日
毛泽东、周恩来召开国旗国徽国歌
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时，只有张
仃、钟灵设计的5个国徽图案，编
印成参考资料，供大家讨论。

张 仃 是 专 业 美 术 设 计 家 ，
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
美术系任教。1949年初，他受邀
参与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
造，担任政协会议美术设计（包括
政协会徽、人民政协一届全体会议
邮票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
（包括纪念邮票设计） 工作。张
仃、钟灵等人根据政协会徽设计了
国徽，图案以标有红色中国版图的
地球、五角星为主体，并配以齿
轮、嘉禾、红绶。图案色彩鲜艳，
象征含义丰富，已经超出了国徽征
求启事上的要求。

在讨论时，洪深、贺绿汀、郭
沫若、梁思成、徐悲鸿等先后发表
意见，分歧很大。洪深认为“中国
版图画红色，而把其他国家画黄
色，特别是苏联给画成黄色是非常
不好”。贺绿汀建议最好与国旗一
致，“画四颗星。”郭沫若提出“光
芒来源不清，最好在地球上头画一
太阳”。梁思成也觉得“毛病很
多”。鉴于此，毛主席说：国旗决
定，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
来交给政府去决定。……原小组还
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由原第六小组
成员继续承担拟制任务。邀请清华
大学营建系 （主要成员有梁思成、
林徽因、莫宗江、汪国瑜、朱畅
中、胡允敬、张昌龄、李宗津、高
庄、罗哲文等） 和中央美术学院
（主要成员有张仃、张光宇、周令
钊、钟灵等）分别进行国徽的设计
工作。

为了赶在 1950年国庆节挂上
新国徽，两个设计组的专家学者们
对各种构思和设想认真推敲，反复
研究，分别拟制了新的国徽方案。

林徽因、莫宗江合作的国徽图
案在最初应征中，因突出民族特色
而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肯定，
曾被要求修正后参加复选，但最终
没有收在 《国徽图案参考资料》
中。这次设计，他们邀请清华大学
教授邓以蛰、王逊、高庄及梁思成
一同研究讨论。经过努力，林徽因
这个组设计了一个新图案。

他们提交的《拟制国徽图案说
明》中说：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
（或瑗） 为主体；以国名、五星、
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
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清
华大学的这个图案里借鉴了中国
传统文化因子，同时配之象征新
民主主义政权的主题。比如，璧
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大孔
璧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象征统
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
和，象征和平。大小五颗金星是
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
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红绶穿
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
人民的大团结。

受开国大典的启发，张仃等人
设计了一个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
图案，替代原来的以地球为主体的
图案。不过，出于艺术表现上的考
虑，天安门被处理成斜透视。关于
天安门的构想，张仃是这样解释
的：天安门广场既是“五四”运动
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标志着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还是
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这两个重大历史事
件都同天安门有关，所以就把天安
门设计进了国徽。

1950年6月1日，马叙伦向全
国政协常委会提交报告：“现在国
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元方案审查委员
会又据专家参考原来选出比较可供
选择的五种国徽图案，另外拟制了
两种：其中一种仍然取法原来五种
的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变更，另外
一种则造意略有不同，着重于中国
民族形式的表现。现在将这两种新
拟的图案连同原有的五种一并送请
审核……”

国徽设计竞赛

1950年 6月 10日下午，全国
政协一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
海召开，决定国徽修正案经“国徽
小组讨论并由梁思成设计修改”。

第二天，马叙伦在全国政协主
持召开国徽组会议，沈雁冰、张奚
若、张仃、梁思成、张光彦（记录
如此，疑为张光宇——笔者注）出
席。马叙伦首先发言说：全国政协
常务委员会议议决，采取国徽为天
安门图案。国徽中的天安门图案，
正是中央美院张仃等人所一直坚持
的。对此，梁思成提出“国徽并非
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
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
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在图
案处理上，他认为“好像一个商
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
的色彩”。张奚若倒不反对用天安
门，因为“它代表五四革命运动的
意义，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地”，但他认为图案中的“天安
门”是唐朝式的，颜色上也要调
和，“不使它过于太浓太俗。”沈雁
冰说：“我对采取天安门的图形表
示同意，因为它是代表中国五四运
动与新中国诞生之地，以及每次大
会都在那里召集的。最好里边不要
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看
起来有点太俗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约请梁思
成，做了细致的说服工作，让他在
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
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并提出国徽
图案中一定有天安门图像。

6月12日，梁思成、林徽因在
家中召集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莫宗
江、李宗津、汪国瑜、胡允敬、张
昌龄和朱畅中开会。梁思成传达
周恩来的要求：国徽图案内容除增
加天安门外，还要增加稻穗。梁思
成和林徽因不顾病弱之躯，与清华
大学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一起投入到
国徽设计之中。

罗哲文是参与国徽设计的清华
大学营建系的一员。他回忆说，在
设计国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营建
系老师们的热情都很高，但要数林
徽因付出的心血最大。当时她身体
不好，患有肺病，可是她却全身心
地投入到国徽设计工作。那个以玉
璧(瑗)为主体的方案，就倾注了她
的许多智慧。这个方案虽然被否定
了，但林徽因关于国徽要有象征意
义，要有民族特色，要程式化、图

案化的设计理念，被营建系的教师们
接受了。

6 月 13 日下午，全国政协一届
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由于国徽

“图样尚未最终确定，决定后天将两
种不同图样均带到会上最后取决。”

两天后的 6 月 15 日晚，马叙伦
主持召开国徽组会议。会上，梁思成
提出他们设计的新图案，并报告说：

“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
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
营建系的几位同人，共同讨论研究。
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
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
所以他必须庄严稳重。”他提出：国
徽不能像风景画；国徽不能像商标；
国徽必须庄严。

张仃也重新修改了设计，并写了
《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红色齿轮，金
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
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
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
乐。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
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
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同时，张仃附上一份《设计人意
见书》，针对梁思成的评价，就主题
处理、写实手法、承继美术历史传
统、色彩运用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主题处理问题。梁先生认
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
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画成
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设
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

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
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 （世
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
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关于写实手法问题。梁先生认为：
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
实易于庸俗。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
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
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
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
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
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
闪，颗粒累累。倘仅从形式上追求，无
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满
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是
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关于承继美术历史传统问题。梁
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
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设计人认
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
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
承继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
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
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

“推陈出新”。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
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带就火气重了。
设计人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
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
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
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
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
采用这样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
感情的要求。

关于色彩运用问题。北京朱墙、黄
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
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
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
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
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多厌此对比
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
色，但不可改为西洋普蓝，及孔雀蓝，
否则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
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
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
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
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
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
强调“调和”，适应书斋趣味，一经高
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
壮丽堂皇印象。

国徽组对这两个图案进行了讨
论。田汉说：“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
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
为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情绪，哪一种适
合人民的情绪，人民就最爱他，他就是
最好的。张仃先生设计的与梁先生设计
的颇有出入，他们两方面意见的不同，
非常重要。梁先生的离我们远些，张先
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
位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

会议最后决定：“请梁先生再整
理绘制。”

梁思成受命修改图案

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
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其中一个议题是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方案。会议已经
开幕了，国徽图样尚未最终确定。时间
急、任务重，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
系设计组，根据评委的意见反复讨论、
不断修改，于6月17日再次提交一稿
国徽图案及设计书。这次设计符合征求
条例“国徽需庄严而富丽”的规定，由
红、金两色组成；符合“中国特征”规
定，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
代表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意
义，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
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齿轮和麦稻
穗象征工农，麦稻还寓意地广物博，以
绶带系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整
个图案，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
角星，仿佛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
上；在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下，五星红
旗显得更加壮观、庄严、辉煌!

国徽审查小组就梁思成与张仃的方
案进行讨论、比较。沈雁冰主持起草的
《国徽审查小组报告》记述了讨论情况：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 （金朱两色、
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
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
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
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于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
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
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
更像真些。

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
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
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
……
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

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
而觉得两图都不理想。

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
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6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厅
的白墙前，竖立着清华和中央美院两个
团队设计的国徽方案。中央美院的方案
中，中心部分的天安门是侧面透视图，
红墙绿瓦，前面是金水桥，上面是蓝

天，显得五彩纷呈；清华大学的方案
中，中心部分的天安门是正视立面图，
五星红旗点缀在天空上，周围是齿轮、
谷穗和绶带，整个图案以金红两色相
间，显得庄严、辉煌。

在展示现场，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各
位评委的意见。他认为清华的设计方案
综合了各种图案的优点，并提出：稻穗
要画得向上挺拔一些。

1950年 6月 20日，周恩来审定国
徽图案。

同日，沈雁冰主持召开国徽审查小
组会议。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
是确定送审的国徽图样；二是国旗、国
歌、国徽应征者的奖励。

在讨论国徽图样时，郑振铎、张奚
若、沈雁冰认为，第二图 （梁思成图
案）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而统
一，门洞显明，较第六图（张仃图案）
庄严。

周恩来说，图下面带子联结一起，
象征着工农团结。

周恩来、马叙伦的意见是：印制时
用金色和红色，若用黄色和红色则不够
美观。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第
六图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但不够
庄严。

张奚若、郑振铎提出：天安门旁的
一排小栏杆可以不要，因这样显着太琐
碎，不够大方，稻子也显得不整齐。

最后，周恩来提议写一个解释书，
将第二图拿到会场，使大家脑子内有了
印象，然后印发图样，以便于表决时看
得更清楚一些。

国徽审查小组最终通过了清华大学
营建系梁思成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

6月21日，马叙伦在全国政协一届
二次会议上作《国徽审查组报告》。

毛泽东主持6月23日的会议。全国
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国徽
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
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
公布。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
设计图案的说明》。

清华大学图案获得通过

毛泽东主持讨
论国徽图案

梁思成在病床上和林徽因研究国梁思成在病床上和林徽因研究国
徽方案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