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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门 是 中
南海的正门，二
楼檐际上高悬着
金黄交映的巨大
国徽，与“新华
门”字匾、两条
巨幅标语、影壁
上 的 五 个 大 字 、
门前高扬的国旗
等元素，构成了
每位中国人都熟
悉的红色地标。

新 华 门 始 建
于何时？匾额上
的“新华门”三
个 大 字 是 谁 写
的 ？ 影 壁 上 的

“为人民服务”有
着 怎 样 的 来 历 ？
两侧的大标语与
天安门城楼上两
条大标语除内容
不同外，还有什
么不同？

新华门的前世今生
朱 彦 闫树军

新中国成立当天，齐燕铭利用中南海的木
料，请人做了一块大匾，然后用大抓笔写下了

“中央人民政府”6个大字。这块白底黑字牌
匾悬挂在新华门进门的影壁上。

1950 年新年后，“中央人民政府”的牌
匾，从影壁上移到新华门大门口正上方。

1950 年国庆前，随着天安门广场修建、
拓宽天安门前的道路、完善天安门广场国旗杆
基座、更换天安门城楼两侧大标语，特别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挂上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成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新华门也随着新中国第一个国庆的到来，
进行了新的装饰。新华门前竖起国旗杆，“新
华门”的字匾悬挂在新华门的大门上方，而原
来挂新华门匾额的地方，悬挂上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徽。国家标识挂上新华门，新华门同样
具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象征的意义。

1961年 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0
周年之际，用木头刻的毛泽东手书体“为人民
服务”5个红字被粘贴在新华门影壁上，影壁
背面是“艰苦朴素”四个大字。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于1944年 9月8
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当时，
抗日战争正处在十分艰苦的阶段，有许多困难
需要克服。毛泽东针对这一情况，讲述为人民
服务的道理，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同志完全彻
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
略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书写“为
人民服务”5 个字，新华门影壁上的这 5 个
字，是从他多次书写的“为人民服务”的条幅
中选出来写得最好的一幅。

1967年6月，新华门两侧书写上了两条标
语：西侧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东侧
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两条标
语字是由天安门管理处干部姜承达书写的。

姜承达出生于1934年 7月，著名书法家、
画家，曾在北京人民艺术工厂设计室、北京市百
货公司设计室担任设计员。1958年9月调到北
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管理处工作。曾任天安门
管理处副处长、处长，副局级调研员。1994年
12月退休。姜承达在天安门管理处工作期间，
曾多次参与重大会议会场的布置工作。

姜承达这次为新华门两侧书写的标语，与
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不仅内容不同，形式也
不同——新华门两侧的标语有感叹号，而天安
门城楼上的标语没有感叹号。

熟悉而又陌生。
为什么一个有感叹号，一个没有呢？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天安门是一个象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象征。在天安门城楼上或天安门城楼内，并没
有实质的办公场所，不是办公区的大门。而新
华门内，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的地方，是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最高
行政权力的象征，是真正的办公大门，由此大
门两侧的标语是有感叹号的。

1970 年，中南海修缮处对新华门影壁上
的“为人民服务”文字和两侧的两条标语进行
了加工，将“为人民服务”5个字贴上金箔，变
成红底金字；把两条标语做成有机玻璃灯箱。
后来，两条标语又改成金箔镶边的白字。

如今，新华门两侧的大标语依旧，蓝天白云
下，熠熠生辉。新华门大门两边各站一个卫兵，
在门里面影壁左侧还有一个卫兵，3名警卫组
成岗哨，仪表堂堂，刚毅忠诚。大门内正影壁
上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赫然醒目。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
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成为国家象征之一

新华门，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是中南海的正
门。这是一座面阔七间，重檐琉璃瓦卷棚歇山顶的
古典式两层木结构的楼房。石青地金字楷书“新华
门”匾额，悬挂在楼前檐下。金黄交辉的巨大国徽
高悬在二楼檐际。进门迎面是一堵大影壁，上书

“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门前一对巨型石狮分列
左右。矗立在门外场地正中的是高悬五星红旗的大
旗杆，门外两旁八字墙上镶着两条红底金边白字的
大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思想万岁！”

新华门的位置原为清乾隆时期建造的宝月楼所
在。清代，南海的南岸是背靠皇城的狭长地带，原
来未建宫室，从瀛台一眼望去过于空旷，缺乏景
观，于是陆续修建了诸多宫殿。清乾隆皇帝在《御
制宝月楼记》中说，此楼建成后是临水赏月的佳
处，颇有月中广寒宫的意境，所以命名为宝月楼。
登上宝月楼，可以北眺三海、南观街市、东看紫
禁、西望远山，乾隆皇帝还为上下各有三间房的宝
月楼题写了“仰观俯察”的匾额。

作为宫门，宝月楼原本不与外界相通。随着时
代的嬗替，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
专制。

清帝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统一国
家。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
大总统。

袁世凯本来是住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
但他在紫禁城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仪
式后不久，就举家搬进中南海。

袁世凯为什么要选择中南海作为总统府呢？
在许指严撰写的《新华秘事》中说，袁世凯请

风水先生查看后，认为旧皇宫内“气数已尽，无复
生龙王气，大非新朝所宜”，而三海则“山明水
秀，真灵未凿，气脉尚郁积而未用，一若天造地
设，留以待兴朝真主者”。所以，袁世凯以“天子
以四海为家，而总统则应以三海为家”为由，选择
中南海为其总统府。

袁世凯住进中南海后，便开始对中南海进行大
规模的改造。

首先开辟了新华门。中南海的正门原本是中海
东岸旁的西苑门，但因门外的交通不便。所以，袁
世凯便把南海南岸、毗邻西长安街的宝月楼，改建
成总统府大门。

宝月楼每层 7 间，两层共计 14 间。改造时，
二楼格局不变，把楼下一层正中3间的前后墙壁拆
除、打通，两旁的两间保留，形成一座两层七间三
门的宫门。另外，宝月楼原在城墙里，为变成大
门，施工者先把宝月楼的城墙拆掉，然后仿照北京
城某些四合院门口的“八”字影壁的样式，用两堵
倾斜的短墙把断墙和宝月楼的两侧很自然地连接起
来。在楼北又建了一堵大的影壁，这样，从门外面
就看不到里面的景色和其他建筑了。随后，又将义
和团运动时被焚毁的端王府里的一对石狮子移于门
前。

新华门门前的一段路改称府前街，西墙外称府
右街。在新华门对面当时是一片参差不齐的民居，
大门修好后，便在街对面正对大门的位置修了一堵
长达数百米的中西合璧的青砖水泥围墙，直到现在
这堵围墙中的大部分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这也是
留在长安街上的唯一一段“民国老围墙”。

新华门寓意“新中华”。在写新华门的匾额
时，袁世凯下了大本钱。据说，是花了500块银元
请前清翰林、著名书法家袁励准书写的。

袁励准是河北宛平人。民国后任清史馆编纂，
辅仁大学教授。工于书画，所写行楷学习米元章，
篆书学习李杨冰，因收藏古墨驰名于当世。他所题
写的新华门匾宽 1.6米，高 0.64 米，为正宗馆阁
体，字体雄劲有力。

在新华门内的北洋总统府，先后有袁世凯、黎
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在此办公。1927
年，张作霖入京，称大元帅，中南海的总统府便改
为大元帅府。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中南海作为
公园对民众开放。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接管北
平，将国民党军委北平行营设在中南海。

从宝月楼到新华门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城防。就在这天晚
上，周恩来在西柏坡召见了中央统战部秘
书长齐燕铭和申伯纯、金城、周子健三位
处长，要他们连夜出发到北平，为中央机
关进京打前站。

选定他们去北平，周恩来是经过再三
考虑的。

齐燕铭早年生活在北京，毕业于中国
大学，抗战时期曾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
员，是党内不多的才子。1945年 7月筹
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时担任过副秘书
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新
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

周子健是安徽人，1930年到北平读
书，1937年赴延安，先后入抗大、中央
党校学习。1940年起，先后任八路军西
安办事处科长、处长，中央统战部秘书处
副处长、处长。

申伯纯是北京人，早年参加了冯玉祥
的西北军，倾向革命，曾积极促成杨虎城
联共反蒋。1941年被推选为晋冀鲁豫边
区参议会议长，解放战争初期曾在八路军
驻北平办事处任处长。

金城是浙江人，1937年到延安抗日军政
大学学习。结业后，留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
此后10年中任边区政府交际科长、处长，长期
从事统战工作，是一位优秀的统战工作者。

2月3日凌晨，齐燕铭、周子健、金城
随十几位民主人士从西柏坡赶到北平。这
天，北平正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他
们在正阳门箭楼上参加了入城式。此时，
周恩来的电报追到了北平。

在正阳门箭楼上，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
剑英一见齐燕铭就把周副主席的指示转达给

他：周恩来要求齐燕铭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
店接收下来。

齐燕铭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与军管
会及北平纠察总队接洽，去接收中南海。此
时的中南海显得空空荡荡，他们看到丰泽园
门廊柱上挂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牌
子，就决定先在这里办公。随后几天，他们
对中南海进行了勘查。

齐燕铭根据勘查情况，指示相关人员：
把收集到的情况整理成文，尽快向军管会报
告；要求军管会派人督促傅作义总部人员搬
出中南海，要求他们停止电讯工作上交电
台；立即联系文化部门去万善殿接收傅作义
的军乐队并及时撤离中南海；傅作义的汽车
队由交际处派人接收管理；军管会尽快派部
队驻防中南海；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全部进入
中南海，即时展开各项工作。

俗话说，名不正言不顺，为了搞好中南海
的接收工作和以后工作的开展，经研究商议
并报北平军管会，先悬挂上一块“中南海办事
处”的牌子，以中南海办事处的名义与外界打
交道。并确定了当时的工作重点：清查中南
海内所有房产的位置、面积、家具设备等并登
记造册绘图列表；勘查所有房屋的破损程度，
制定修复计划，联系修缮单位；联系北平市有
关部门勘查修复中南海的电路、道路、上下水
及安装电话等；联系有关单位清运各处垃圾
并适时组织清理中南海水中的杂草淤泥；加
强与北平市军管会及警卫部队的联系，配合
开展整治中南海的各项工作。

中南海办事处的成立，为新政协会议在
中南海胜利召开、为中央领导人入驻中南
海、为开国盛典，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立“中南海办事处”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
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
海勤政殿举行。会议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等23个
单位共134人参加。这次筹备会为历史留
下了一个谜。我们从当年留下的照片中发
现，有勤政殿门口入场照片，也有会场、
大会发言、中场休息等照片，但唯独没有
新华门大门的照片。特别值得庆幸的是，
在此文定稿之前，作者找到了一张新政治
协商会议筹备会开会前，对新华门正在进
行修缮的照片。这张73年前的照片，弥
足珍贵，首发在《人民政协报》，更是对
人民政协的致敬！

我们推测，当年的摄影记者不多，他
们都在精心准备拍摄会场，而没有拍摄新
华门。但值得庆幸的是，当年中央新闻纪
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拍摄了布置
一新的新华门。新华门的大门口悬挂着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的标
语，二层楼的廊柱间，悬挂着七盏红灯
笼。“新华门”匾额是悬挂在二层楼檐正
中的。

这次会议后，张仃和周令钊按新政协
筹备会的要求，于1949年7月20日设计
了政协会徽草图。7月25日，周恩来给当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新政治协商
会议筹备会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写下批示：

“主席赞成此草案。只请将天蓝色稍淡点
或即用此色亦无不可。望即以图样送新政
协筹备会常委会传观通过。”（《建国以来

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167页）
1949年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

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由常务委
员会副主任周恩来报告 3 个月来的筹备工
作。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
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一致
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
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草案)》。

1949年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
开。新华门是进入中南海的大门。这时的新
华门又进行了新的装点。此次，是由中南海
布置科科长钟灵、张仃等人布置的。我们从
当年的影像中看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大会标横悬于一层楼檐
上方，二楼正中悬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会徽，在“八字墙”上各有四面大红旗。

1949年 9月 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
席、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
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
张澜等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等
56人为政府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由毛泽东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
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下午3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
行。毛泽东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
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新中国的成
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
民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是近代以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
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一
九
四
九
年
，
为
迎
接
新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筹
备
会
召
开
，
对
新
华
门
进
行
了
修
缮
。

（
首
发
照
片
，
仅
用
于
《
人
民
政
协
报
》
，
未
经
同
意
，
不
能
转
载
和
使
用
）

1950 年 2 月 18 日，中央人民政府牌匾悬挂在
新华门。

1949年装饰一新的新华门，准备迎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