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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若干问题考证

■ 章舜粤

[ 摘 要 ]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

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1949 年 9 月 29 日晚，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举办纪念碑奠基典礼的决定，30 日全体会议

经过表决正式通过了建碑决定，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将纪念碑碑址确定在天安门广场。为 1949 年 9 月

30 日举行纪念碑奠基礼，当时曾赶制了一座奠基碑，其碑文曾由彭真草拟并经毛泽东修改。人民英雄纪念

碑正式定型的“三个永垂不朽”碑文是于 9 月 29 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二

次会议先行通过，随后又于 30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正式通过的。纪念碑

的碑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通过的名称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52 年 4 月具体负责

纪念碑建造事宜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之后，“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名称得到广

泛使用，1958 年 4 月纪念碑建成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名称便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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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

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

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关于人民英

雄纪念碑的建立过程，已有一定研究。但对于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立碑决议及通过，奠基碑的

相关情形以及纪念碑的碑文、碑名等，还有一

些尚待厘清之处。本文拟依据相关档案文献、

日记书信、影像资料对有关问题进行考证，以

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

一、关于纪念碑建碑决议的提出与通过

众所周知，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是在 1949 年 9 月 30 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1］但这只是最终

通过决议的法定程序，在此之前必然还有一个

酝酿的过程。那么，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

议是如何提出的，其后又经历了怎样的程序呢？

［1］ 参见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开国盛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中国文史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533 页。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有说法认为，“兴建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在政协会议的第三天出

现”［2］。而查阅政协会议第三天即 1949 年 9

月 23 日的会议纪要等相关资料，该日“上午 9

时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举行国旗国都纪

年分组讨论”［3］，并未进行建立人民英雄纪念

碑的讨论［4］。下午 3 时，举行全体会议第三天

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李济深、黄克诚等 18

个参会单位的代表作大会发言。［5］查阅各代表

的发言记录，也没有任何关于兴建人民英雄纪

［2］ 朱彦、闫树军：《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人

民政协报》2021 年 9 月 30 日。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关

于举行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的会议通知》，中央档案

馆藏，档案号 G151-001-0039-0002。　

［4］参见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一至十一组会议记

录，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

（上），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2-266 页。　

［5］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三

天会议记录（1949 年 9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档案局网站《从“五一口号”到开国大典档案文献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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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碑的意见。［1］要搞清楚这一问题，既要充分

掌握材料，用证据说话，还要结合当时的历史

实际和相关组织程序进行分析。

1953 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

会议上指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

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他举

例说，“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大

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2］

这说明，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这种重大决定，

是有其组织程序的。

根据相关历史资料，可以发现，早在 1949

年 7 月初，中共中央即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任

的 开 国 大 典 筹 备 委 员 会。 筹 备 委 员 会 商 定，

除了举办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外，还要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

动。［3］这些大型活动，尤其是举行阅兵式和群

众游行势必要求大型空间。为此，中共中央“对

届时天安门广场的布置制定了具体的方案，并

责成中央办公厅负责实施”，且“相应成立了

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4］1949 年 8 月，

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为迎接开

国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决议”。为此，中共

中央、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国庆

筹备组，责成北平市建设局承担修整广场的任

务。市建设局提出了“迎接开国大典，修整天

安门广场”工程计划，确定了实施方案。［5］其中，

“广场规划主要是选定纪念碑和旗杆位置”［6］。

因此，在 1949 年七八月间筹划开国大典、修整

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可能已经涉及建立纪念

［1］ 参见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开国盛典：中华人

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第 324-363 页。　

［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35 页。　

［3］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53 页。　

［4］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中

共北京党史纪事》第 1 辑，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4 页。　

［5］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中

共北京党史纪事》第 1 辑，第 164 页。　

［6］ 董光器：《天安门广场纪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主编《五十年回眸——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商务印书

馆 1999 年版，第 509 页。　

碑的问题。

1949 年 9 月 23 日，雕塑家滑田友致信北

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等人，提出了在天安门

广场建立“一个雕塑建筑合组的纪念物”［7］的

设想，这被认为是“目前了解到的最早的关于

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议”［8］。1949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初，滑田友与建设局领导有多封信

件往来，讨论纪念碑的形式问题。［9］后来，他

还担任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副组长，

为纪念碑的设计和兴建作出重要贡献。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按照会议的组织程序，

在全体代表参加的大会之外，新政协还有主席

团全体会议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而主席

团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能便是就某些重要

问题提出决议草案提交大会通过，或落实、细

化大会的决议，有时也会作出一些决议。建立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正是在主席团会议上

作出的。

据中央档案馆所藏政协会议的相关档案，9

月 29 日晚 8 时，全体会议第 7 天大会结束后，

主席团又于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二次会议，毛

泽东等主席团成员共计 84 人出席会议。会议通

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候选人和政协全国委员

会候选人名单等三项决议，其中第二项决议为：

“决定于九月三十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

念碑的奠基典礼。”［10］30 日，在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为纪

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

雄”，正式决议“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

［7］ 殷双喜：《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8 页。

［8］北京画院编《开篇大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

五十周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 页。　

［9］参见北京画院编《开篇大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落

成五十周年纪念集》，第 8 页。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第

二次会议纪要（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档案局网站《从“五一口号”到开国大典档案文献

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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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另据《光

明日报》1949 年 10 月 1 日的一份报道，在 9 月

30 日下午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全体通过了主

席团所提建立烈士纪念碑的建议”［2］。综合以

上材料可知，关于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及举行

奠基礼的决议是在 9 月 29 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作

出的，并按组织程序在 30 日的全体大会上正式

表决通过。同时，30 日的全体会议还根据周恩

来的提议，将纪念碑碑址确定在天安门广场，“因

为这里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还是

全国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3］。

二、关于奠基碑的制作及碑文

［1］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

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第 533 页。　

［2］《从此开辟了我们的新时代——速写人民政协闭幕

式》，《光明日报》1949 年 10 月 1 日。　

［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864 页。　

根据政协会议决议，1949 年 9 月 30 日下午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为了举

行典礼，当时曾专门赶制了一座奠基碑。关于

这座奠基碑的具体情况，现在已经鲜为人知。

它与后来 1958 年正式建立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同，属于专为奠基典礼而作。

北京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各藏

一份关于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办理纪念碑奠基

典礼相关事务的珍贵档案。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档案是一份手写稿，彭真用钢笔写道：“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大革命烈士纪念碑奠

基典礼”，落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立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4］

毛泽东用铅笔修改了这一文稿，将彭真草拟文

字修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

［4］《北京市档案馆藏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草稿》，《北

京档案史料》1997 年第 2 期。

图 1：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草稿 , 北京市档

案馆藏

图 2：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排印稿 , 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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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1］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现存另一则档案，即上述经过毛

泽东修改的文稿的排印稿，并有彭真批示：“薛

秘书长［2］：请今晚即找工人按此文刻石，明日

下午二时后即举行奠基礼。彭真  九月廿九。”［3］

两 相 结 合 可 推 知， 这 两 份 档 案 均 形 成 于

1949 年 9 月彭真为 30 日即将举行的纪念碑奠基

典礼而布置奠基碑的工作中。第一份档案所示

为彭真草拟碑文手稿，落款 9 月 30 日为奠基碑

碑文落款时间，因为碑文需呈报毛泽东修改，

所以彭真实际写下这份手稿的时间应在第二份

档案所示的 9 月 29 日或之前。在报请毛泽东修

改定稿后，碑文正式打印出来，9 月 29 日彭真

在打印稿上写下了请薛子正找工人刻石的批示。

在新华社 9 月 30 日拍摄的纪念碑奠基礼照

片中，有一张记录了毛泽东亲自执锨铲土为人

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瞬间；还有一张为毛泽东

宣读碑文的照片，背后为已经奠基的奠基石。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这块奠基石为扁长方体，

前后两面均无文字，上面有一凹槽，没有安装

碑身。那么，为什么没有安上碑身呢？

［1］参见刘守华：《档案揭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始

末》，《档案春秋》2018 年第 5 期。　

［2］ 即薛子正，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开国盛典：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馆藏开国大典档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 24 页。　

基于相关资料及上文所述，建立纪念碑及

举行纪念碑奠基礼的决定直至 9 月 29 日晚才在

政协会议主席团会议上作出，而且彭真的两份

关于奠基碑的档案也显示，29 日奠基碑碑文才

经毛泽东修改并找人刻石。30 日下午 6 时奠基

礼就举行了，这么短的时间，是很难完成刻石

任务的。况且，纪念碑碑文在 9 月 29 日晚主席

团会议及 30 日全体会议上又修改为毛泽东撰写

的著名的“三个永垂不朽”。因此，即便工人

能于 9 月 30 日奠基礼前按照彭真 29 日的布置

刻制好碑文，也与大会正式通过的碑文不符，

不宜使用，更不可能按最新的“三个永垂不朽”

碑文在奠基礼举行之前完成刻石。因此，30 日

下午 6 时奠基礼正式举行时，只能使用未安装

碑身的奠基石进行奠基。

关于碑身的制作，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来

自于奠基碑制作者陈志敬之子陈光铭的回忆。

据陈光铭讲述，全国政协的同志于 1949 年 9 月

23 日上门提出让陈志敬赶制奠基碑，“9 月 25 日，

全国政协的同志将书写的碑文拿来，碑文内容

是后来毛主席在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宣读的那段

文字”［4］。直到 9 月 29 日晚，“这个历史意

义的奠基石镌刻完成”［5］。9 月 30 日清晨，陈

志敬“借了一个街坊的板车，把刻好的碑装进

［4］北京画院编《开篇大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

五十周年纪念集》，第 19 页。　

［5］北京画院编《开篇大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

五十周年纪念集》，第 19 页。　

图 3：毛泽东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

基，《毛泽东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图 4：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宣

读碑文，《毛泽东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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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1］这一说法，与相关档案材料存在诸多

冲突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按照现有材料，

建立纪念碑的最早个人提议是滑田友于 9 月 23

日提出，而政协会议正式通过举行奠基礼的决

定则是在 29 日晚，彭真的刻石批示也是 29 日，

因此陈志敬不可能 23 日就接到刻石任务。二是，

毛泽东在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宣读的文字，即“三

个永垂不朽”，25 日之时并未产生，陈志敬不

可能按此碑文刻石。况且，陈光铭 1949 年时“年

仅十岁”，对于事情经过特别是具体时间的记

忆难免出现误差，因此笔者认为其说法缺乏证

据，相关经过当以档案材料为准。

三、关于纪念碑碑文的形成经过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一般认为是毛泽东

于 1949 年 9 月 30 日撰写的。比如，《毛泽东文集》

第 5 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均以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题收入碑文，内容即

人们熟知的“三个永垂不朽”，题注写明“这

是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题

下则加括号标明时间为“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

日”。［2］《毛泽东思想年编》1949 年 9 月 30

日条也记载此日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

写碑文”［3］。那碑文是 30 日才形成的吗？

1949 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掷地有

声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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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可以算是人民

英雄纪念碑碑文的最初版本。另外，从上文彭

真批办纪念碑奠基礼的档案可知，毛泽东将彭

真草拟的奠基碑碑文改成了与他在 21 日会议开

幕词中所讲相一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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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北京城最后的碑刻匠人与世家记忆》，《北京晚

报》2017 年 2 月 17 日。　

［2］《毛泽东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50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0 页。　

［3］《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678 页。　

［4］《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345-346 页。　

而根据政协会议的会议记录档案，在 9 月 29 日

晚 8 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就通过决议：“决定于九

月三十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碑的奠基

典礼，并通过纪念碑的碑文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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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和最终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完全

一 致。30 日，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第 一 届

全体会议闭幕会上正式通过了竖立人民英雄纪

念 碑 的 决 定 以 及“ 由 毛 泽 东 起 草 的 纪 念 碑 碑

文”［6］。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三个永垂不

朽”的正式碑文应是 29 日或之前由毛泽东起草，

并于 29 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随后又于 30 日全

体会议上正式通过的。1949 年 9 月 30 日 ，应

是碑文正式经大会通过的时间，而非起草撰写

时间。

关 于 碑 文 的 内 容， 还 有 一 事 值 得 一 提。

1952 年 6 月 8 日，黄炎培曾“为人民英雄纪念

碑文怀疑求教事”致信毛泽东。原来，他应是

由于少读了一个“到”字，而误以为“由此上

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是指由新中国成立向前

追溯 1840 年，接近陈胜吴广起义的时代。［7］

为此，毛泽东复信加以解释道：“中国现代的

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

州的‘平英团’。”对于黄炎培的误会，毛泽

东表示，上溯到陈胜吴广时代，“则太远了，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第

二次会议纪要（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档案局网站《从“五一口号”到开国大典档案文献

专辑》。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82 页。　

［7］《黄炎培日记》第 12 卷，华文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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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古代的农民起义，不是现代的革命”。［1］

毛 泽 东 的 回 信， 解 释 了 碑 文 此 句 所 指 是 公 元

1840 年鸦片战争之时，明确了中国现代革命的

起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与历史观。

四、关于纪念碑碑名的形成演变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名，从目前材料看，

也有一个演变过程。

如前所述，彭真曾将纪念碑名称草拟为“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大革命烈士纪念

碑”。9 月 30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代表们审议了关于建

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议。当日会议记录显示：

“全体一致通过以大会名义设立为国牺牲的人

民英雄纪念碑并亲往奠基。”［2］大会最终通过

的决议文本为：“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

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3］周恩来

在随后举行的奠基典礼上的致词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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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49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

刊登的新华社《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胜利闭幕》消息稿中，用引号将“为国牺牲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括了起来，把“为国牺牲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纪念碑的全名。［5］同日

《人民日报》另一则关于纪念碑奠基的消息稿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昨在首都隆重奠

基  毛主席宣读碑文》中，也把“为国牺牲的人

民英雄纪念碑”作为纪念碑之名。［6］1950 年 6

［1］《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00 页。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八天会

议记录（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

案局网站《从“五一口号”到开国大典档案文献专辑》。　

［3］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

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第 533 页。

［4］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864 页。　

［5］参见《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1 日。　

［6］参见《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昨在首都隆重

奠基   毛主席宣读碑文》，《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1 日。　

月 10 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召开的纪念碑

设计讨论会明确指出，“以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大会所通过的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

碑碑文”为纪念碑的象征范围，以“为国牺牲

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纪念碑的正式全名。［7］

此外，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权威新闻媒体在当时及此后一段时期提及纪

念碑时，均称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有时也简称为“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

如 1951 年国庆，三个纪念碑的模型陈列在天安

门广场纪念碑奠基点，以公开征求群众意见。

其中最大的一个 1 : 5 比例的大模型的说明牌上，

标明为“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8］1952

年 8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讯《为

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八一”正式兴工》，

称“‘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工程，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五周年纪念

日正式兴工。”［9］这是关于纪念碑正式动工的

报道，专门用引号将纪念碑名称作了强调。再

比 如，1953 年 7 月 29 日，《 人 民 日 报》 报 道

“在首都天安门前广场兴建‘为国牺牲人民英

雄纪念碑’所需用的花岗石料石开采工程，正

在青岛浮山区进行中”［10］。同年 9 月 7 日报道，

“‘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料石开采工作

完成”［11］。

不过，从 1952 年 4 月开始，纪念碑又出现

了另外一个冠有“首都”二字的名称。1952 年

4 月 29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邀请“中央部、军

委总政治部、政协全国委员会等九个有关单位”

召开纪念碑筹建座谈会，经讨论决定成立“首

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纪念碑

［7］ 参见《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讨论记录》，《北京档

案史料》1997 年第 2 期。　

［8］ 参见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编印《首都人

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1953 年 9 月。　

［9］ 《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八一”正式兴工》，

《人民日报》1952 年 8 月 3 日。

［10］《“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 所需花岗石料石正

在开采中》，《人民日报》1953 年 7 月 29 日。　

［11］《“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料石开采工作完成  

巨大的花岗石碑身已从青岛启运》，《人民日报》1953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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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和修建等工作。5 月 10 日，“首都人民

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并通过了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组织规程（草

案）》，第一条即明确指出该会之设立，“为

兴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1］此后，在纪念

碑兴建过程的有关材料及相关宣传报道中，这

一名称多次出现，“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之名出现得越来越少。如 1953 年 9 月，兴建委

员会在天安门广场展出第二次征稿后的设计图

样及模型，发出的展览通知中说：“首都人民

英雄纪念碑的碑形……陈列天安门广场本会美

术工作室。”［2］1954 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

报》报道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工

程正在安装碑石。”［3］同日一则访问的标题则

作《让英雄们的业绩鼓舞我们前进——访兴建

中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4］1955 年 11 月

17 日，新华社电讯报道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

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主席为首都人民英

雄纪念碑题了词。”［5］1956 年 4 月 29 日，《人

民日报》报道：“耸立在天安门前广场上的首

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身工程，在二十六日全

部完工。”［6］1957 年元旦，纪念碑兴建委员会

设计处处长、美工组组长刘开渠在《人民日报》

发表《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历史浮雕》一文，

介绍 8 块浮雕的情况。［7］

那么，这一时期为什么会出现“首都人民

英雄纪念碑”这一新名称呢？

［1］《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

建委员会致政务院的报告（稿）》，《北京档案史料》

1997 年第 2 期。　

［2］ 北京画院编《开篇大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

五十周年纪念集》，第 58 页。　

［3］《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正在安装碑石》，《人

民日报》1954 年 8 月 13 日。　

［4］ 《让英雄们的业绩鼓舞我们前进——访兴建中的首

都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日报》1954 年 8 月 13 日。　

［5］《毛泽东主席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  周恩来

总理写了纪念碑碑文》，《人民日报》1955 年 11 月 18 日。　

［6］《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工程完工》，《人民日报》

1956 年 4 月 29 日。　

［7］参见刘开渠：《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历史浮雕》，

《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1 日。　

基于当时的历史实际，结合相关文献资料，

笔者认为，这一名称首先应该是由“首都人民

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这一组织名称而来。

考察“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具

体组成可以发现，这一委员会由中央及北京市

的 17 家单位组成，其中北京市的机构 5 家，主

任委员为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

彭真。［8］从前文所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组织实

施流程看，这一组织名称冠以首都之名，应该

是指纪念碑的设立由中央决定并督促落实，而

具体实施则由北京市相关部门具体负责之意。

1952 年 4 月决定成立该委员会具体负责建造事

宜，此后提及此事，自然称“首都人民英雄纪

念碑”更切实际，更为妥当。

当然，将人民英雄纪念碑称为“首都人民

英雄纪念碑”，可能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即以

此说明纪念碑位于我国的政治中心，强调其特

殊地位，防止各地在国家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效

仿兴建类似纪念设施。1953 年 1 月 7 日，周恩

来曾就山东省政府来电请求拨款修建烈士纪念

塔一事致电各地，指出：“各地过早地修建烈

士陵园、烈士纪念塔和纪念碑等，将占去国家

一定数量的资金，不利于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国

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不妥当的。”因此，决

定除在首都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外，全国这

类工程“一律停止修建”，“俟第一个五年计

划完成后，再由政务院视情况决定修建否”。［9］

1958 年 4 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完工。4

月 18 日，《人民日报》以《人民英雄纪念碑》

为题，报道称“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

场建立起来了”［10］，不再提“为国牺牲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及“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名，

并且在同时发表的纪念碑图片说明“矗立在天

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中，也以引

号的方式对纪念碑的名称进行强调。4 月 23 日，

［8］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

碑兴建委员会致政务院的报告（稿）》，《北京档案史料》

1997 年第 2 期。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

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8 页。　

［10］   《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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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头版又发表新华社电讯《英雄们

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同时也再次

发表纪念碑照片，同样用引号的方式对“人民

英雄纪念碑”加以强调。［1］通过对相关史料的

搜索考察，笔者发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

建成之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名称已经偶

有出现，但基本是作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

［1］  参见《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

《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23 日。　

纪念碑”和“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简称使用，

而建成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名便作为

正式名称流传开来，“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

念碑”和“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名基本不

再使用。

﹝作者章舜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

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09﹞

（责任编辑：杜 栋）

（上接第73页）他进一步解释道：“加强监察

工作就是加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

乱纪，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培养他们

的 纪 律 观 念。”［1］ 在 粉 碎“ 四 人 帮”、 结 束

“文化大革命”之后，党内纪检工作的恢复问

题重新提了出来。1977 年 8 月通过的十一大党

章重新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

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重建了中央

纪委。关于恢复纪委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

“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

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

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2］。关于纪委的工

作职能，邓小平将之概括为：“各级纪律检查

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

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

好”［3］。也就是说，纪委不仅要处理案件，

［1］  《邓小平文集（1949-1974 年）》中卷，第 78-79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2 页。　

［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7 页。　

而且要通过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来保

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对此问题，他在

1980 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特别强调，党的纪

律检查工作要把是否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

度一致作为工作重点。［4］

纵观党的历史，我们党高度重视党规党纪

建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重大成就的

重要原因之一。重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党规党纪建设的认识

和思考，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党规党纪的理论

问题、推动党规党纪的实践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意义。

﹝作者张海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北京 100091 ﹞

（责任编辑：赵丛浩）

［4］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6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