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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城楼先后悬

挂了八版伟人画像。北

平和平解放大会，伟人

画像第一次悬挂在天安

门 城 楼 。 随 后 的 “ 五

一”“五四”及北平市

各界人民纪念抗战十二

周年暨庆祝新政协会议

筹备会成立大会上，天

安门城楼都高悬伟人画

像。“开国大典”上，

伟人头戴八角帽的巨幅

画像悬挂在城楼正中。

第二年，第一张免冠画

像短暂悬挂后，以伟人

第一张标准像为摹本的

画像挂上城楼，迎接新

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

其后，以第二版、第三

版、第四版标准像为摹

本的画像挂上城楼。

天安门城楼伟人画像有八个版本（下）
朱 彦 闫树军

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在20世
纪五六十年代中期，不是每天都悬挂。通
常是每年五一、十一，悬挂画像10天左
右。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天安门城
楼每天都悬挂毛泽东主席画像。

唯一的特例是1976年 9月 9日，伟
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在举国追悼的
日子里，天安门城楼换上了新华社用翻
正翻底法制作的毛主席巨幅黑白照片，
追悼会后仍悬挂王国栋画的画像。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王国栋的徒弟
葛小光在1977年接继开始绘制毛泽东
主席画像后，力求通过对毛泽东主席眼
神的刻画，表现出一代伟人深邃的思想
和博大的胸襟，并力图通过这双眼睛，
在领袖与人民、历史与现实甚至未来之
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画像时，葛小光总
是在寻求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难以
表述，但也正是这种感觉恰好完成了他
所追求的神似。正如许多人在天安门城
楼前仰视毛主席画像时，都会说出同一
句话：“真像！”也正是画家炉火纯青的
画技，从而达到了这种效果：站在天安
门广场，面向天安门城楼，无论怎样变
换位置，都会感觉毛主席在用慈祥的目
光注视着你。

有人会问，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
画像为什么不挂照片。天安门城楼毛主
席的画像是一年一换的，一年中，要经受
风吹、日晒、雨打，挂上去时与取下来时
色彩相差不能太大，因此，制作时也就特
别讲究，着色时太淡不好，太深也不行。
照片存在角度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只
能如实反映，最多只能修修版。画像则不

伟人画像的秘闻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

新闻摄影局局长萨空了向胡乔木建议，由新闻摄影局专门为
毛主席拍摄一张正式的标准像，向国内外发行。这样不仅能保
证国内许多重要场所和会议上悬挂毛主席像的标准一致，同
时也在国际上树立毛主席的新形象。

拍标准像最好到照相馆去拍摄，因为照相馆里的灯光照
明条件好。但在新旧政权更迭之初，国内局势复杂，出于安全
考虑，毛主席不能外出到照相馆拍摄照片，为此中央决定由新
闻局派摄影师到中南海为毛主席拍标准照。

中央新闻局经过研究，派出了齐观山、陈正青、郑景康、侯
波四位摄影记者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毛主席政务繁忙，
只能抽出一个小时拍摄。由于时间仓促，加之光线等客观条件
的原因，4位摄影师拍出的照片都不是很理想。

这次拍摄可谓“出师不利”。怎么办？萨空了把陈正青找来
商量，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在摄影局找一位摄影后期加工制作
技术顶尖的同志，从毛泽东现有的照片资料中挑选并制作出
一张毛主席标准像。

“陈石林同志能担当此任。”陈正青向萨空了建议道。萨空
了当即拍板：“对，让陈石林来制作毛主席标准像。”

陈石林何许人？为什么萨空了和陈正青两人都倾向由他
来制作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

陈石林192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曾就读扬州中学，后因
国事纷乱家境贫寒，不得不中途辍学。15岁时，他在扬州的一
家照相馆里打工。在这里“偷艺”学会了冲洗胶卷、修片等技术。
他带着“偷”学来的技术，先后来到南京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
和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深造。在这里他有幸接触到了欧阳予
倩、高岭梅、赵家禹、舒绣文、顾而已等摄影界、电影界名流。在
香港，陈石林不仅提高了摄影技术，还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1949年，年仅20岁的陈石林就担任了台北市国际艺术人像公
司工作部主任，与我国摄影界泰斗郎静山先生一起共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正是用人之时。陈石林响应周
总理的号召，假道香港回京。在香港滞留期间，他从电影艺术
家欧阳予倩那里得到一张由徐肖冰拍摄的毛泽东和朱德在延
安窑洞一起研究作战计划的电影拷贝。这张电影拷贝让陈石
林激动不已，因为在香港还没有一张毛主席像。陈石林要用这
一电影拷贝制作出一批毛主席像在香港发行，让香港同胞一
睹毛主席的风采，也算是向新中国诞生献上的礼物。

冲动即刻变成行动，陈石林和大光明电影公司的两位同
事沈克定、盛家骥合作，开始了毛主席像的制作：修改，翻拍，

以第一版标准像为摹本的
画像挂上天安门

1951年春，为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第
一卷的出版，中央决定再制作一幅毛泽东
正面的标准画像。

陈石林和新闻摄影局的同志一起翻阅
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终于从一卷用摇头转
镜相机拍摄的团体合影中，找到了一幅适
合制作标准像的毛泽东正面形象。但是，这
张照片是用美国制造的7英寸宽的黑白航
空胶片拍的，照片反差过大，影调层次欠
佳，再用简单的遮挡放大技术是不行了。陈
石林大胆采用绘画主义摄影派的表现手
法，将毛泽东的头像从合影中单独剪裁出
来，放大成12英寸的照片，然后用刮刀在
不损伤相纸纸基的基础上把药膜面上的黑
色背景一点点刮掉，再将毛泽东面部精心
修整，并更换了浅色背景后，将一幅和蔼可
亲、气宇轩昂的毛泽东正面标准像呈现在
人们的面前。

这幅照片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
和毛泽东本人的赞许。随即，毛主席第二版
标准像开始大量洗印并发往全国，同时，以
这张标准像为摹本绘制的毛主席画像于
1952 年国庆节前夕被悬挂在天安门城
楼上。

这次绘制毛主席画像的有张振仕、王
其智、金石、陈永贵等。这次画像，按时间为
序，是第六版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毛主
席画像。

1959年，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需要
更新毛主席的标准像。这项任务交给了新
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资深记者孟庆彪和
新华社驻中南海记者侯波同志。他们事先
在毛泽东住处附近布置了一间摄影室，安
置好灯光，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光线和曝光
指数，趁毛泽东开会的空隙时间，拍摄了第
三版毛主席的标准像。但由于受客观条件
限制，两位摄影师拍摄了两个胶卷的底片，
却没有一张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负责摄影的侯波同志请了四位照相馆
高级技师进行加工修整同一画面，每人修

一张，共四幅照片，他们修得都很细、很均
匀，但经翻版放大出的样片难以令人满意。
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的同志要陈石林修
整一幅供领导评比。

陈石林事后回忆说：

我首先自创复制底片，然后在复制底
片上修整，去掉画面背景上的灯罩投影，衣
服上多处皱褶，修齐了衬衣领，减少强光部
位密度，增加暗部密度，控制好复制底片的
密度差。对面部皮肤、面额，每动一笔都要
从政治人像的真实性考虑，直接用复制底
片放大出皮肤润泽、柔和而有质感的样片，
和照相馆高级技师修整的四幅样片，一同
送中央审批。经过评选，选用了我加工的照
片，作为侧面标准像向全国发稿。

毛主席标准像向全国公布后，画家们
便依这幅毛主席标准像绘制天安门上悬挂
的毛主席画像。这次的毛主席画像绘制，以
画家张振仕为主，金石、陈永贵、王其智等
画家配合。经过画家们的努力，以第三版毛
主席标准像绘制的毛主席画像于1963年9
月30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由于画家张振仕当时年已半百，体力
已难以承受大负荷的劳作，天安门管理处
便将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北京市
美术公司来独立承担。从1964年开始，美
术公司分配王国栋、陈永贵、金石三人来
绘制天安门城楼伟人画像，王国栋为负
责人。

王国栋以毛泽东主席标准像为摹本，
注重对毛泽东主席眉宇和眼神的表现，力
求在描绘毛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表现出
他的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特
点，通过毛主席的眼神，表现毛主席的内
在气质。王国栋认为绘像应力求准确，尽
量求真，使人们在看到画像的同时，想起
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感受到他的伟
大，更生崇敬之情，一切绘画的技巧都应
服务于此。

王国栋特别注意兼收并蓄，吸取他人之
长。在掌握民族画法的基础上，他虚心向学习
西洋画法的公司同行陈永贵请教。因此，王国
栋在绘制巨像中，既能准确地掌握人物的轮
廓，又能以中国老百姓可接受的方式着色，使
他画的毛主席油画像更具有浓郁的民族
特色。

为了画好毛主席画像，王国栋、陈永贵、金
石等人还想出了一些独特办法：由于画像巨大
（一只眼睛、一张嘴就有一米多长），画家们要
不断从各种距离观看自己的作品。为了把握好
效果，他们把本应是放大的望远镜倒过来，从
近距离缩小巨像的局部。一边画像一边用余光
扫视附近的红墙，使画像上毛主席的气色能与
天安门城楼的红色相配；如果近看，毛主席面
色很红，也极为立体，但放在城楼上，就与周围
环境十分协调。

在画像的背后即画框的龙骨上加一层铝
合板，然后再加上五合板。绷上画布，可以使
雨水顺着铝合金板流下，从而保证了画像在
较长时间内不变色。这是王国栋在绘制毛主
席画像时的经验总结。

在最初，绘制毛主席画像所用的画布，
是三块画布拼接在一起的。因接缝不平，画
面上两道直贯上下的棱子十分显眼，影响
肖像面容的美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安
门管理处派人到哈尔滨亚麻厂求援，要求
生产出适合用于绘制毛主席画像用的整幅
布料。但亚麻厂的织机的宽度不够，管理处
又找到天津地毯厂。两厂合作攻关，终于试
织出密度不同的几种宽幅亚麻布。王国栋
亲自去工厂，选定了一种，当时织出的亚麻
布足够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各用十年。后
来人民大会堂改挂国徽，几百米亚麻布就
统归天安门使用。新织布约五米宽，正好是
画像的宽度。

群众出自对毛主席的热爱，对天安门城
楼上毛主席半侧面标准像提出意见建议，比
如毛主席画像只突出左耳朵，且左眼珠偏
上，显得不庄重。于是中央决定要赶制一张
两耳全露的正面标准像。陈石林再显真功，
毛泽东第四版标准像公布。画家王国栋根据
这一版标准像，精心绘制出巨幅毛主席画
像，于 1967 年国庆前夕，悬挂在天安门城
楼上。

这是自1949年天安门悬挂第一个版本
毛主席像后的第八个版本，也是画家们根据
第四版毛主席标准像绘制的天安门城楼上的
毛主席画像。

伟人画像的再次变换

再修改，制成负片后再冲洗放大，一批层次丰富、画面清晰
的照片被制作出来。照片随后被分批送到香港九龙的各家
书店，很快售罄。这次制作，不仅让陈石林向新中国献上了
一份贺礼，同时也为他后来制作毛主席标准像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

陈石林到北京后，分配到中央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从事
修版等技术工作。当新闻摄影局将制作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
的重任交给他，他在激动和自豪的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压力。
要制作出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的毛泽东标准像，既需要
真功夫，更需要对毛泽东的了解，为此，陈石林扎进了资料图
库，把所有与毛泽东相关的工作照、生活照、团体照、个人照全
都看了一遍，然后精挑细选。再将精选出来的照片，一张张地
进行揣摩和研读。

最终，陈石林将目光定格在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与部
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合影照上，其由陈正青拍摄。拿着这
张照片，陈石林向局领导汇报。经局领导同意后，陈石林便开
始了加工制作。

陈石林首先将这张合影中的毛泽东主席单人像从其第三
颗纽扣以上进行裁剪，放大成12英寸照片，然后将毛泽东主席
左侧后面的人头像修去，再对毛泽东主席像的面部、头发、衣
服等处加工修饰。在制作中，为了能突出毛泽东像面部影调的
层次，陈石林选用了几种不同反差的相纸，运用遮光技法，制
作出十多张不同反差的12英寸照片。在反复比较中，选出了
一张面部光影层次丰富、布幕背景明亮的照片，翻拍成6×4.5
厘米的底片，放大成标准照。这张毛泽东主席标准像，形象大
方，和蔼可亲而又不失庄严。有关领导阅后非常满意，经毛主
席审阅同意后，新华社很快就向国内外公开发稿，同时大批量
洗印。

当年印刷发行的毛泽东第一版标准照达2000多万幅，发
行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发行的新版
百元人民币，2000年10月发行的20元面值的人民币，它们正
面毛泽东头像，都是以这第一版毛泽东标准像为摹本雕刻成
凹版印出来的。

与此同时，参与毛主席画像任务的画家们，便以毛主席第
一张标准像为摹本，绘制出第五版毛主席画像，于1950年国
庆前夕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幅毛主席画像的绘制者仍是
辛莽、左辉、张松鹤等人。

▲ 每年国庆节前，都要更换一幅
新的毛主席画像。

同，画本身把伟人的形象给理解化了，通
过各种角度的照片考证、验证，观察，在
画家的脑子里形成一个立体的形象，这
样在绘画时就把照片上精到之处得到保
留，照片在摄影上弥补不了的，绘画时都
可以克服。这就是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
主席画像不通过照片而运用绘画手法制
作的原因。

1994年前的毛主席画像板由21块
五合板和铝板制成，不仅易变形翘角，
而且影响画像的整体效果。1994年，为
迎接国庆45周年，在大规模粉刷、装饰
天安门城楼的同时，对天安门城楼上的
毛主席画像也进行了更换。更换后的画
板为一整块采用新工艺研制而成的平
面玻璃钢，弥补了以前的不足，增强了
画像的效果，使毛主席画像更加光彩
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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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3年毛泽东主席第三版标准像。 ▲ 1967年毛泽东主席第四版标准像。

▲ 1952年毛泽东主席第二张标准像。▲ 毛泽东主席第一张标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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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主席第
一幅标准像即从这张合影中“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