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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开国大祭奠》通过追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烈士陵园、移葬烈士遗骸、法办残害烈士凶手的史
实，首次将新中国烈士褒扬工作的一个侧影献给广大读者。
方志敏迟到42年的葬礼之谜，韦拔群头骨出土及其相貌悬念，“潜伏”英雄钱壮飞扑朔迷离的遇难地
，茅盾胞弟沈泽民牺牲及遗骸安葬地点之争，毛泽东胞弟毛泽民遭受劫难的内情⋯⋯众多谜团一一揭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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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从昨天走来上篇 修墓立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始末八宝山建起革命公墓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董存瑞烈士陵园太行太岳烈士陵园刘胡兰纪念馆辽沈战役烈士陵园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杨靖宇烈士陵园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华东革命烈士
陵园豫南竹沟革命烈士陵园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西东兰烈士陵园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延安“四八”烈士
陵园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中篇 迁葬遗骸周恩来主持王荷波等烈士遗骸移葬仪式国民党军少将范筑先
遗骸移葬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寻找杨靖宇、赵尚志烈士遗骸的曲折经历方志敏烈士迟到142年的葬礼瞿秋
白烈士魂归八宝山沈泽民烈士牺牲及遗骸安葬地点之争闻一多烈士骨灰辗转5年终葬八宝山林祥谦烈
士安息在闽侯枕峰山下杨开慧烈士牺牲及墓葬前后韦拔群烈士头骨出土及其相貌悬念彭咏梧烈士遗
骸6次迁葬歌乐山隆起巨型“死难烈士之墓”千里迁葬杨虎城父子遗骸钱壮飞烈士扑朔迷离的遇难地
下篇 法办凶手法办捕杀李大钊烈士的凶手缉拿残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犯出卖邓演达烈士的叛徒落网严
惩谋害项英、周子昆烈士的叛徒抓捕杀害李白烈士的凶手谋害王孝和烈士的刽子手伏法将“红岩”的
叛徒和特务押上审判台追捕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烈士的凶犯尾声 今天，以什么铭记先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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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篇 修墓立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始末新中国祭奠的“开篇大作”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建“
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是1949年9月30日的一天。
这天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选举中央人民政
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致敬电。
同时，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会
议一致通过了修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毛泽东撰写的纪念碑碑文。
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承载着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是全国各族人民
敬仰和向往的地方。
周恩来的提议获得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并一致通过。
当天下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全体代表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
礼。
18时整，奠基典礼开始。
林伯渠秘书长主持典礼仪式，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
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默哀毕，毛泽东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后来，这碑文由周恩来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
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
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随后，毛泽东和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一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以表达他们对于革命
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纪念碑奠基后，北京市政府担负起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筹委
会”，由中央（中宣部、文化部、建工部）和地方共17个单位组成，第三任也是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
真任主任委员，建筑专家梁思成、雕塑专家刘开渠、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任副主任委员。
梁思成、刘开渠负责纪念碑方案的拟制，下设设计处、工程处，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
随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
知。
到1951年，共收到1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截至最后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
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侨领陈嘉庚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花费15万多元
（旧币）运费寄给纪念碑建造工程处。
从全国征集的这些设计方案形式各异，有亭、台、堂、碑的多种式样，有单独的、群像的塑像，有高
耸的塔型，也有低矮的园林状，大致可以分三类：平铺地面式、巨雕塑像式、碑（塔）形状式。
经过各方面、各团体代表讨论评选，多数人认为歌颂人民英雄的崇高形象，表现其伟大功绩，应采取
高大而挺拔的表现形式纪念碑。
平铺地面式的方案首先被淘汰出局，雕像和碑（塔）形式成了建筑形式争论的中心。
正当众人举棋不定时，有人提醒，中央领导对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和北海“琼岛春阴”碑情有
独钟，可以参考这两个碑的建筑形式进行设计。
一语惊醒梦中人，设计人员顿开茅塞，随即按“建碑”的思路侧重设计。
根据周恩来关于建造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最后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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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挺拔”的原则，并组织设计人员归纳设计成3个方案，送彭真并中央审定。
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梁思成是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设计专家，为纪念碑的设计建造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1年8月曾专门致信彭真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彭市长：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最近所绘人民英雄纪念碑草图三种，因我在病
中，未能先做慎重讨论，就已匆匆送呈，至以为歉。
现发现那几份图缺点甚多，谨将管见补陈。
以我对于建筑工程和美学的一点认识，将它分析如下。
这次三份图样，除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处理碑的上端外，最显著的部分就是将大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
洞（图一）。
如此高大耸立的、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地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
大违反了结构常理。
虽然在技术上不是不能做，但是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全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我
认为这是万万做不得的。
这是这份图样最严重、最基本的缺点。
在这种问题上，我们古代的匠师是考虑的无微不至的。
北京的鼓楼和钟楼就是两个卓越的例子。
它们两个相距不远，在南北中轴线上一前一后鱼贯排列着。
鼓楼是一个，技放的形体，上部是木构楼屋，下部是雄厚的砖筑。
因为上部呈现轻巧，所以下面开圆券门洞。
但在券洞之上，却有足够的高度的“额头”压住，以保持安定感。
钟楼的上部是发券砖筑，比较呈现沉重，所以下面用更高厚的台，高高耸起，下面只开一个比例上更
小的券洞。
它们一横一直，互相衬托出对方的优点，配合得恰到好处（图二）。
但是我们最近送上图样，无论在整个形体上、台的高度和开洞的做法上、与天安门及中华门的配合上
，都有许多缺点。
（1）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但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
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
因此，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又像是重复，而又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图三）。
现在的碑台像天安门的小模型，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
所以英雄碑是石造的而又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岣峙、雄朴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
（图四）。
若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
也可以说是很古怪的筑法。
由上面两图中可以看出，与天安门对比之下，上图的英雄碑显得十分渺小、纤弱，它的高台仅是天安
门台座的具体而微，很不庄严。
同时两个相似的高台，相对地消减了天安门台座的庄严印象。
而下图的英雄碑，碑座高而不太大，碑身平地突出，挺拔而不纤弱，可以更好地与庞大、龙蟠虎踞、
横列着的天安门互相辉映，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
（2）天安门广场现在仅宽100米，即使将来东西墙拆除，马路加宽在马路以外建造楼房，其间宽度至
多亦难超过一百五六十米左右。
在这宽度之中，塞入长宽约四十余米，高约六七米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
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得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更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
由天安门向南看去或由前门向北望来都会失掉现在辽阔雄宏之感。
（3）这个台的高度和体积是被显得瘦小了。
碑是主题，台是衬托，衬托部分过大，主体就吃亏了。
而且因透视的关系，在离台二三十米以内，只见大台上突出一个纤瘦的碑的上半段（图五）。
所以在比例上，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只能用一个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围再加一个近于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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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子（为瞻仰敬礼而来的人们而设置的部分），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去，同广场上的石路面相衔接
（图六）。
（4）天安门台座下面开的门洞与一个普通的城门洞相似，是必要的交通孔道。
比例上台大洞小，十分稳定。
碑台四面空无阻，不唯可以绕行，而且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大众在四周瞻仰。
无端端开三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极单薄，在
视觉上使碑身漂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总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
至于碑身，改为一个没有顶的碑形，也有许多应考虑之点。
传统的习惯，碑身总是一块整石（图七）。
这个英雄碑因碑身之高大，必须用几百块石头砌成。
它是一种类似塔型的纪念性建筑物，若做成碑形，它将成为一块拼凑的而成的“百衲碑”（图八）。
很不庄严，给人的印象很不舒服。
关于此点，在一次的讨论会中我曾申述过，张奚若、老舍、钟灵以及若干位先生都表示赞同。
所以我认为做成碑形不合适，而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状。
因此，顶部很重要。
我很赞同注意顶部的交代。
可惜这三份草图上部样式都不能令人注意。
我愿在这上面努力一次，再草拟几种图样奉呈。
薛子正秘书长曾谈到碑的四面各用一块整石，四块合成，这固然不是绝对办不到，但我们不妨先打一
下盘算。
前后两块、以长18米，宽6米，厚1米计算，每块重约215吨；两侧的两块，宽4米，各重约157吨。
我们没有适当的运输工具，就是铁路车皮也仅载重50吨。
到了城区，四块石头要用上万的人力兽力，每日移动数十米，将长时间堵塞交通，经过的地方，路面
全部损坏。
无论如何，这次图样实在太欠成熟，缺点太多，必须多以考虑。
英雄碑本身之重要和它所占地点之重要都非同小可。
我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崇敬，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贴才
敢喘气放胆做去。
此致敬礼梁思成1951年8月29日梁思成信函陈述的意见，引起了彭真的关注和重视，可此时临近国庆两
周年之际，相关人员已将3个矩形立柱形方案都做成了1：5的模型，附同两个碑顶换上坡屋顶和群雕像
的小模型，计划自1951年国庆节起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挥锹奠基处陈列，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彭真指示，下一步修改完善建碑方案时，一并考虑吸纳梁思成的意见。
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
主任由彭真担任，副主任由郑振铎（文化部副部长）、梁思成担任，秘书长为薛子正。
委员会下设工程事务处、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土木施工组，还有设备组、采石组、财务组、记
录组。
此外，还设有史料、设计两个专门委员会。
7月中旬，由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范文澜牵头的史料委员会，提出了9幅浮雕主题方案，并将这些方案报
请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将“井冈山会师”改为“八一南昌起义”，“义和团运动”改为“中日甲午战争”，“
平型关大捷”改为“延安出击”。
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三元里”是否再找一个更好的画面？
“游击战”太抽象；“长征”哪一个场面可以代表？
毛泽东的批示不是最后的定案，而是在此批示之下，又多次送审、反馈、再送，经过若干个来回，最
后才定下浮雕的主题，数量也由开始的9幅减为8幅，即现在人们看到的式样。
从碑身东面起，按其反映的历史顺利排列，依次为：鸦片战争、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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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江。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纪念碑的修建。
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毛泽东手书批示，笔迹豪放道劲。
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等3位民主人士看到纪念碑设计后，写信给毛泽东，表述他们对纪
念碑的设计意见。
毛泽东看到信后，十分重视，在信函的左侧批示道：“彭真同志，此件请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
加。
”在北京档案馆的档案中，还珍藏有一份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
原碑文是彭真拟写的，上书“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删去
了其中的“纪念碑奠基典礼”几个字，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们永垂不朽！
”改后的碑文深邃精辟，气势磅礴，情感深沉，表达出了对先烈的无限敬仰之情。
在浮雕主题审定期间，郑振铎主持召开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会议，最后决定采用梁思成建议的方案设计
（即现建成的方案），但碑顶的形式再议，暂不做定论，碑身以下部分的设计全部敲定。
1952年8月1日，纪念碑正式动工兴建。
郑振铎没有想到，参与主持修建纪念碑的他，在几年之后因“10·17”空难而成为革命烈士，受到人
民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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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伏案收笔的这天，正好是清明节。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清明节是一个纪念祖先及离世亲人的节日。
一年一度清明，扫墓祭祖正忙。
纪念先人，慎终追远；缅怀先烈，展望未来，共创幸福美好未来，是我们过节的主题。
2009年清明节期问，中宣部等有关部门和地方组织歼展“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大型群众性
纪念活动，慎待先烈、追思先烈。
在此之际，能为革命先烈献上这篇文字，我倍感欣慰。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这篇文字定位在“开国”上，因此“修墓立碑”篇选材侧重于共和国成立前后修
建的、第一批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的单位，时问截止1959年。
因为修建纪念建筑物需要时问，比如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于1949年9月30日，竣工于1958
年4月。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民政部相关部门、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参照了
许多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摘录、引用了已公开出版的若干党史、军战史资料，选用了有关的历史照
片。
由于材料种类繁多，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在此，谨向民政部相关部门及出版社领导、革命前辈、文学同仁表示真诚谢意，并竭诚期待所用材料
的原作者指正，请发邮件TNT195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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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国大祭奠》：革命先烈的“安家工程”与共和国欢庆胜利的礼炮同时起步。
第一批被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32处，仅建国前后修建或落成的就有23处⋯⋯“处处
”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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