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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老兵， 令我一生最
自豪和荣幸的是， 我连续四次参
加了振军威、 壮国威的国庆阅兵
式， 每次我都见到了毛主席。

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式是在
1951年， 当时我正在我国首批第
一坦克编练基地学校学习， 任坦
克炮长。 当时， 我们首批学员提
前毕业， 接收苏制坦克后， 随时
准备受命奔赴朝鲜战场。 没想到
板门店谈判 ， 朝鲜战争即将结
束， 为此， 军委临时决定， 由我
们这批学员参加当年的国庆阅兵
式。 当我们得知这个喜讯后， 激
动的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特别是从卢沟桥坦克训练场转入
天安门广场的夜间预演时， 我们
企盼的最激动的时刻就要到了。

在10月1日阅兵式那天 ， 我
们是以第一自行火炮分队出现
的。 当时因为我是炮长， 不像驾
驶员和炮手都在驾驶室和战斗室
内 ， 而我的上半身都在战斗室
外， 所以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天
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 周总理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 特别是朱总司
令检阅时 ， 还经过了我的身边
呢！

这次阅兵前还有一个小插曲
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给阅兵车
辆保养时， 我右手的大姆指受了
伤， 留下了一块幸福的伤疤。

第二次和第三次参加国庆阅
兵式 ， 分别是在 1952年和 1953

年。 当时， 我仍然在第一坦克编
练基地学校学习。 这两次， 我都
是以坦克学员自行火炮编队参加
国庆阅兵式的， 也都幸福地见到
了毛主席。

第二次参加国庆阅兵式， 还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记得那是在
1952年8月的一天， 我在卢沟桥
坦克训练场参加完训练后， 乘车
准备返回驻地时， 途中司机一个
急刹车， 我不幸从汽车上摔了下
来。 而万幸的是， 当我的脑袋离
车轮半尺远时， 司机竟然奇迹般
地刹住了车， 让我大难不死， 有
机会再次参加了国庆阅兵式。

我第四次参加国庆阅兵式是
在1957年。 当时， 我们是作为北
京坦克一校学员方队参加国庆阅
兵式的。 与前三次所不同的是，
这次我们不是驾驶坦克， 而是徒
步方队。 为了走出我国首批坦克
指挥官学员的风采和气势来， 我
们坚持每天连续训练十几个小
时， 经常是到了夜间还要加班训
练。 由于出汗多， 怕虚脱， 我们
都偷偷地喝盐水 。 几个月的训
练， 我就穿坏了三双翻毛皮鞋。
到10月1日凌晨， 我们已经在天
安门广场东侧组成了方队。 当我
们的方队雄赳赳、 气昂昂地走过
天安门时， 沿途夹道观看的群众
不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让我
们越走越有劲。 这天， 我再次见
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珍藏一份1949年10月1日
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
《人民日报》 （如图）。 翻开这张
《人民日报 》， 66年前的开国大
典， 仿佛重现于眼前。 这张泛黄
的老报纸， 它轻若蝉翼， 却承载
了一个泱泱大国厚重的新起点。

这张 《人民日报 》， 四开八
版， 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 为黑
白印刷。 按当时报纸惯用形式，
文字为竖排繁体， 仅有图片说明
是横文， 为从右向左排列。 由毛
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 “人民
日报” 四个潇洒飘逸的大字在报
纸的正上方， 苍劲有力、 雄健豪
放。 报头两侧的两句口号亦十分
显眼 ：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
“毛主席万岁！” 这期报纸的总期
号是 “第四六八期”。

头版头条竖排新闻标题为
《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胜利闭幕、 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
济深张澜高岗当选副主席、 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五十六人亦
已选出》。 另一条新闻 《人民政
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全国委员
会委员 》， 透露彼时局势———政
权初立 ， 尚有部分地区未获解
放， 文中提及 “全国委员会留出
十八名空额， 以便将来容纳新解
放地区的适当代表人物”。 在这
则新闻报道的左侧自上而下配发
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宋
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位副主
席的黑白照片。还有《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选举手续极郑重、 五百
七十六人无一弃权》，以及《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
重举行》等重大而喜庆的报道，另
外还有《新疆人民获得和平解放、
人民政协新疆代表函谢毛主席朱
总司令》的新闻。

该报第2版刊登了周恩来 、
董必武、 陈毅、 贺龙、 李立三、
林伯渠、 何香凝等50位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的黑白照片。 刊载了题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的社
论： “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已经诞生， 四万万七千五
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
国家， 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
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还
有题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中国
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 改
变了中国的面貌， 建立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 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
万中国人民现在是站立起来了，
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中国的历史， 从此开辟了一
个新的时代。” 以及 《人民政协
全体会议通电慰问中国人民解放
军》 等内容。

第4版还刊登了李庄的通讯
《 庆 贺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诞
生———记人民政协最后一天大
会》； 第7版刊登了李雷、 徐放的
诗 《万岁， 新中国》 《新中国颂
歌》； 郭沫若为新中国国歌撰写
的歌词 （应征歌词稿 ） 《新华
颂 》： “人民中国 ， 屹立东方 。
光芒万丈， 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
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地红……”

岁月悠悠 ， 66载弹指一挥
间。 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
东主席向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
了 ， 中国历史由此掀开新的篇
章。 记录 “开国大典” 这一历史
盛事的报纸已经泛黄， 文字与照
片都已变得模糊， 然而透过这份
珍贵的报纸， 我们仍然可以感受
到开国大典那一伟大历史时刻的
庄严与凝重， 可以感受到万众欢
腾的盛大场面。

■国庆节特稿

四四次次参参加加国国庆庆阅阅兵兵
我我都都见见到到了了毛毛主主席席

一份记录开国大典的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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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国庆节， 我20年前在部
队的那次 “国庆练兵” 画面便电
影般地闪耀脑海 ， 让人热血沸
腾， 又叫人温暖如春……

1988年， 我参军来到山东青
州驻军某部。 第二年， 正是新中
国成立五十周年， 部队组织开展
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比武演习，
我所在的六连担负着红军向无名
高地的穿插进攻任务。

国庆节那天， 部队集结于青
州西部山区， 按演习方案进入设
定位置。 我们的任务就是纵深穿
插， 最后拿下无名高地。

当三颗红色信号弹在空中划
过， 整个部队进入战斗状态。 我
们班作为连里的先锋， 第一个冲
了出去。 跑了一段才感觉到这条
穿插线路的不平凡， 通往无名高
地的路上不但有蓝军的埋伏， 而
且有河流、 山涧和陡崖。 当时，
我作为老兵， 军事素质已然非常
过硬， 但即便这样， 面对道道隘
口， 也是非常吃力。 在躲过了蓝
军的伏击， 越过了重重障碍， 接
近无名高地的时候， 前方出现一
条横向的光滑断崖 ， 隙宽三四
米， 沟深七八米。 眼看着离演习
结束仅剩十分钟， 绕道显然来不
及了 ， 情急之中 ， 我后退十余
米， 一个缓冲， 越过断崖。 由于
惯性太大， 跳过断崖时， 我收不

住脚步， 摔出几米远。 我赶紧爬
起来， 回身固定好绳索， 让战友
们跟上。 然后端起枪拼命向无名
高地冲去， 打响了第一枪。

当我将红旗插在无名高地 ，
要与战友们欢庆胜利的时候， 脚
踝的疼痛让我无法站起来 。 原
来， 在我越过断崖的时候， 脚踝
扭伤了， 当时只顾冲锋， 忘了疼
痛， 冲上无名高地脚踝已肿成了
馒头。

返回营区的路上， 战友们为
我扎了一副担架， 要轮流抬我。
我嫌难看 ， 说什么也不坐 。 这

时， 一辆吉普车嘎然停住， 示意
我们停下。 团长走下车看了看我
的脚伤， 说： “你就是那个将红
旗插上无名高地的战士？” 我点
点头 。 团长赞许地说 ： “好样
的， 上车吧！”

几个月后， 由于我在写作方
面的特长， 告别了连队， 来到团
机关政治处专事新闻宣传， 那场
国庆演习也成了我在部队唯一一
次亲身参与的军事比武。 后来，
无论工作怎么变动， 也无论发生
多少经历， 然而， 那场国庆演习
却总让我怀想， 让我怀念。

难忘“国庆”大练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