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4 2023年12月25日 星期一值班主任/梁春武 责编/吕婉莹 校对/孙晶 排版/王晨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 社长：张立伟 邮政编码：100142 年价：384.00元 月价：32.00元 零售：1.30元 电话：88146900 本报发行：88146999 全国各地邮局收订 港澳及国外由北京399信箱收订 刊号：D76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0195号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130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周年

天安门城楼先
后悬挂了八版伟人
画像。那绘制伟人
画 像 的 画 家 都 是
谁？开国大典时伟
人画像下面到底写
过什么字？天安门
城楼为什么挂画像
而不用照片？为什
么每年都要换一幅
新画像？站在天安
门广场上面向天安
门城楼，无论在什
么位置，伟人都用
慈祥的目光注视着
你，这又有怎样的
奥秘？专家用史实
揭开了天安门城楼
伟人画像的由来和
绘制秘闻。

天安门城楼伟人画像有八个版本（上）
朱 彦 闫树军

1949年是北平城的喜庆之年，也是天安门的喜庆之
年，从年初即喜事不断。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入城式。在2月3日解
放军进入北平后的几天，正逢2月12日中国人民的元宵佳
节，北京市民20余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北平和平
解放。天安门城楼上同时悬挂了毛泽东、朱德、林彪、聂荣
臻、叶剑英等人的巨幅画像，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历史上我国党政军领导人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最
早最多的一次，也是毛泽东画像第一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
上，且是唯一一次同时挂了三幅。

关于北平和平庆典大会，在当时的北平各报纸都有报
道。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北平日
报》《民强报》等报刊，所报道的内容基本相同。《北平日报》
第一版有报道《庆祝北平解放大会昨在天安门前举行参加
群众达十余万人》：

【本报讯】北平在昨天给伟大的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写
下辉煌的一页，盛大的庆祝北平解放联合大会在天安门前
举行了，参加的群众包括党政军民，大中学校，和全北平市
的社会团体，约有二百个单位，十余万人。

原来建筑得已够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在昨天点缀得更
雄伟了，那种庄严欢欣的气象是震撼古今的！

远远地便看到二十面红旗在城楼两侧迎风招展，人民
领袖毛主席的像挂在最上层的中间，城墙中央写了“庆祝北
平解放大会”的金字贴在横式红布上，其间有工农兵学商五
人矗立的画像：工人和农商人高举了斧子，镰刀，一颗红星，
高悬他们头上。城墙两侧悬挂了朱总司令，林彪将军，聂荣
臻将军，叶剑英将军的肖像，这都是“艺专”献给大会的。另
外有几张宣传画：“努力生产”，画一个老人抱着一个满盛
鸡、瓜、果的篮子。“耕者有其田”，画一个年壮的农人做耕垄
的工作。“解放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画一个解放军和老百
姓言笑的神情。“拥护人民政府，建设新北平”，画着许多劳
动者们扛着建筑器材。“北平解放”，以天坛为背景画上了群
众欢跃的行列。这便是天安门在解放联欢会里的新面目。

……

这是北平解放后，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第一次群众大
会。天安门作为大会的主席台，也倾注了艺术家们的大量
心血。

这次布置天安门城楼的艺术家们，多是国立北平艺专
的师生。国立北平艺专是现今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在迎
接解放的日子里，艺专的师生们创作、印制了大量木刻作品
和传单，张贴到街头。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解放北平入城
式，艺专的师生们同全市人民一起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当
艺专的师生们得知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大会将在天安
门广场举行时，他们主动请缨，要用他们智慧的双手布置天
安门城楼，以此来作为敬献大会的贺礼，作为欢庆北平和平
解放的贺礼。

这份贺礼有绘制领袖画像，制作包括工、农、兵、学、商
五人矗立的塑像和张贴画。

董希文主笔，带领学生们绘制大幅领袖画像。“我和我的
同学，参与了领袖画像花边的绘制”，2008年10月10日，周
令钊的夫人陈若菊老人在笔者的天安门收藏室内，指着
1949年2月12日天安门城楼上伟人的画像对笔者说：“当
时，北平艺专的教职员36人，抬着绘制好的8幅6尺宽、8尺
长的大像和宣传画，其中有毛主席、朱总司令、聂荣臻、叶剑
英等人画像。这些画像挂在主席台所在的天安门城墙上，引
起了成千上万人的注意。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能参加这
样的活动真是太高兴了。印象中，我们干了好几天，那解放
后的心情，那种干劲，几天下来没觉得累，只是高兴……”

是啊，这次天安门城楼主席台的布置，不是一两个人的
劳动，而是一个集体智慧的成果。

伟人像首挂天安门

1950年5月1日，第四版毛泽东主
席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这一版伟人画
像的绘制过程是这样的：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首
次 出 访 苏 联 。 1950 年 2 月 14 日 ，
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28日，北京
市各界人民群众10万多人，在天安门
广场热烈庆祝毛主席、周总理在苏联首
都莫斯科和斯大林大元帅共同签订《中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美国报纸进
行了报道，并同时刊登毛泽东和斯大林
的照片。斯大林身穿大元帅服，而
毛泽东主席身着棉布上装，头戴八角
帽。这两张照片同时出现在一个版面
上，让人感到毛泽东主席的照片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不
相称。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中央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注意到了这份
报纸，也注意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
席画像。新中国很快就要迎来第一个五
一国际劳动节，此时天安门依旧悬挂
毛泽东主席头戴八角帽的画像，这一年
战争年代形象的画像如今已不适宜。

“要赶紧拍摄毛泽东主席标准像，天安
门城楼上也要更换一张毛泽东主席的新
形象画像。”想到这儿，胡乔木将在北
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任主任的画家辛莽
召进中南海。

辛莽曾是延安鲁艺的美术教员。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北京市
人民美术工作室成立。在当时的美工室
里辛莽的毛主席像画得最好，解放区来
的老干部都公认辛莽是画毛主席像的专
家。于是胡乔木将画毛主席像的重任交
给了他。

辛莽接到这一任务后，查阅了大量
的历史资料，翻看了许多不同时期的毛
主席的照片，经过认真挑选之后，辛莽
选了一张毛主席免冠、双眼略上看的半
侧面像。

在当时几乎没有画巨幅画像的专业
人员。在这种情况下，辛莽从解放区来的
画家中挑选了左辉、张松鹤等人，在共同
研究制定绘画方案后，左辉、张松鹤站在
脚手架上，辛莽站在远一点的地方观察
指挥，如同拍电影的导演，边看边指挥。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毛主席画像
画好了。画像报中央审定后，于1950
年“五一”前挂上天安门城楼。

这是天安门城楼悬挂的第四版毛主
席画像。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
授、民盟盟员、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
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闫树军为北京
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天安门悬挂时间
最短的伟人画像

▲ 1949年2月12日，伟人画像第一次挂上天安门城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
国之日，东半球最大的手工肖像画挂上天安
门城楼。这一高6米、宽4.6米，重达1.5吨
的毛主席画像，是由周令钊主笔的。他是继
董希文之后，绘制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画
像的第二代画家。

关于这幅毛主席画像，流传着多种版本
的说法，但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当时，
周令钊是以哪张毛主席照片为摹本绘制了毛
主席画像？在画像上曾有5个字，现行出版
物上至少有4种记载，到底哪个为真？

1949年4月1日，国共双方进行和平谈
判，中共在六国饭店接待南京代表团。国立
艺专实用美术学校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带领学
生布置会场：会场正面，主席坐的地方，那
面墙上挂了一幅毛主席像。多年后周令钊回
忆说：“我画的毛主席像，不是彩色，是黑
白的，画得很细。毛主席头戴八角帽，面露
笑容。我用心把毛主席笑的感觉画了出来。
背景是大红，当时开会没有现在这么亮，灯
光淡一点，红底子、黑白像，显得很亮堂。
会开完后，北平市交际处王拓同志对我说，
中央领导看了很满意。”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签署批示：“阅
兵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
前为好。”明确表明天安门城楼将作为开国
典礼的主席台。

天安门城楼将接受人民的检阅，天安
门城楼的修葺和布置工作迅速展开。华北
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是整个天安门城楼
布置的“总指挥”，待确定天安门城楼的总
体设计方案并报呈周恩来同意后，各任务
责任人和单位便紧张地行动起来。天安门
城楼上挂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北平国
立艺专。学校经研究后确定由周令钊来绘
制毛主席画像。当时的任务是由党委书记
江丰下达的。

周令钊受领任务的同时，接到上面送来
用于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所参考的照
片。这张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摄影师郑景康
在延安照的一张流行很广的毛泽东主席的

“标准照”。
周令钊接到照片后，立即开始构思、打

腹稿。天安门城楼悬挂毛主席像高6米，宽
4.6米。要绘制这么巨大的画像，在当时困

难很多，如果用布去绷，禁不住风吹，需要
用铁皮。

周令钊回忆说：“那时没有那么大的一
整张铁皮，作画用的铁皮是拼接而成的。
在作画时，采用打格放大的办法，把小照
片中的毛泽东形象，绘制成巨幅的人像。
绘画时，要登上一个三层的脚手架，像盖
房子一样高空作业。毛主席才华横溢，不
仅是军事家、政治家，还是诗人。所以在
画嘴角时，总浮现毛主席的诗人气质，特
别是他说湖南话时嘴角有些特点，所以作
画时，在画嘴角时，就注意刻画这一细
节，虽用笔不多，面积不大，但与别人的
像却不同。这是他的特色。”“这幅画像用
了两个多星期。我和陈若菊每天自备馒头
和咸菜，拎着暖水瓶，在天安门的东墙
下，一画就是一整天。在没有升降机，没
有望远镜等设备的情况下，画这样的巨幅
画像，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每天要上下
好多次，近看、远看，然后再进行修改、
修饰。这主要是在作画时，看不到作品的
全貌，是凭着经验和感觉来进行创作。”

1949年9月30日，周令钊、陈若菊夫妇
如期完成了毛主席像的绘制任务。时任北平
市市长的聂荣臻是第一个前来观看画像效果
的领导。聂荣臻说：“画得还可以，也像，
气质也符合。但明天就是开国大典了，这是
一个隆重而庄严的日子，主席的风纪扣应扣
着好。”

周令钊夫妇按聂荣臻的意见，赶紧用手
中的画笔，将毛主席的风纪扣画上。至此，
毛主席画像绘制任务完成。夫妇俩回家休
息，准备第二天参加开国大典。

但不想，夜深之时有人敲门，说首长在
检查验收时，提出对毛主席画像再修改。陈
若菊回忆说：“那天已经深夜了，有人来敲
门，说是要改毛主席画像。周令钊赶紧起
床，去了天安门。我没再去。”

“当时，在受领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
时，有专人向我们交代，在毛主席画像下面
要写上‘为人民服务’5个字，要写红字。”
周令钊说。

“我当时住五老胡同，赶到天安门时，
画像已经挂到天安门上了。天安门上的聚光
灯对着毛主席画像。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

用梯子。但梯子没有那么高，于是就把梯子
绑起来，搭在天安门城楼上头。我手上拿着
油漆桶和画笔，爬上去。梯子很软，一颤一
颤的，尤其是底下城门洞是空的，总觉得很
不踏实，要是有恐高症还真干不了。”后来
听钟灵说，“画像拿到中南海，是领导同志
认为不要写这五个字，所以才决定将这五个
字涂掉。用灰蓝色的刷子把下面二尺余宽的
白边和字迹，一起涂成中山装。涂好后又上
下看看，在中山装上又添了一个扣子。”

开国大典拍摄的天安门正面照中，稍留
心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像下面的衣服处有一
粗条灰边，颜色与上面衣服不太一样，好像
深一点。

关于毛主席画像下面写的是哪 5个字，
在现行出版物上有几种版本的记载：

其一：周恩来同志对庆典的各项准备工
作非常关心，他在10月1日清晨最后察看天
安门装饰工作中，发现画家们把宣传画下面

“毛泽东”3个黑体字一同描写在了画像的下
方。周恩来看后感到不妥，并说：“毛主席
那么不谦虚，还自己喊自己毛泽东。”要求
赶快采取措施把3个黑体字涂去。

其二：……城楼檐下挂上 8只宫灯，8
面红旗，沿着巍峨的城楼飘起来了，油画的
毛主席像照耀在石桥的正中央，像下面题的
是“人民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这
五个字在10月1日黎明前对毛主席像进行修
饰时，因全局美观的考虑，已被删去。

其三：1949年10月1日早晨，周恩来
验收。他看到毛主席画像下面写有“为人民
服务”时说，毛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
己为自己题词，赶快把这几个字涂掉。

其四：有人在电视讲坛讲述 《开国大
典》时说，在毛主席画像下面写有“毛泽东
同志”。

这样说来，画像上有了“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等
至少4种版本，从史实上有了出入。从2008
年开始，周令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提及
写的是“为人民服务”，还依此画了一幅小
画。但周令钊当时已是89岁高龄，距离当时
已近60年，回忆是否准确？

几经周折，笔者最终在当年华北画报社
摄影记者杨振亚的家中，找到了一张 1949
年 9 月 30 日下午，他与吴群、林杨的合影
照。在这张照片上，能看到当时的毛主席画
像下面写有“人民的胜利”5 个字。2020
年，南京的一位叫高彪的藏友，又找到了一
张开国大典前一天的照片。这张照片更清晰
地显现出“人民的胜利”5 个字。光影见
证，订正了多年的讹传。

东半球最大的肖像画挂上天安门

《人民日报》以《红旗飘扬光芒万丈》来记叙北平和平解
放后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情形。

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代表北平市50万各
界青年的1000多名青年代表，在国民大戏院举行盛大的五
四纪念会，这是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是青
年代表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自由地纪念自己的节日。

在五一、五四，这两个节日期间，最为亮丽当属天安门
城楼。

五一劳动节前，北平艺专的师生，布置了天安门城楼，
精心制作了三丈高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巨幅画像，画
像两侧是“中国人民胜利万岁”大字标语。在两幅画像下面
是：“纪念五一五四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标语。《将
革命进行到底》是毛泽东所著的1949年的新年贺词的标
题。新年献词发表后全国人民无比振奋，热烈拥护，工厂、
企业组织学习，各地纷纷举行集会，一致表示将革命进行到
底。在节日纪念上，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标语挂上
天安门城楼，更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意志与奋斗目标。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
幕。7月7日，北平各界20万群众冒雨在天安门前举行纪念抗
战12周年及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的盛大庆祝会。此时，天安门
城楼上悬挂着7盏大红宫灯，飘扬着20面鲜艳的红旗。城楼
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两位伟人画像之间，
挂着一颗巨大的红星，光彩闪烁。这又是一次全新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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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9 月 30 日，华北画报社
摄影记者杨振亚、吴群、林杨在天安门
前的合影，能看到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
画像下面写的是“人民的胜利”。

伟人像首现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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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画像下面可以看到“人
民的胜利”5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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