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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徽在开国大典之后诞生（2） ! 刘守华

! ! ! !接到交上来的作品，马叙伦立
即给全国政协常委会写报告，提请
审议。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
由周恩来主持的全国政协一届常
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海西花厅
召开，会议通过了国徽修正案，决
定采用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
案，由国徽组讨论修改意见，梁思
成负责设计修改。第二天，马叙
伦立即召集国徽组的沈雁冰、张
仃、张奚若、梁思成、张光彦进行讨
论。

张奚若前一天曾参加了常务
会议，他首先谈到会上的情况。天
安门图式中的屋檐阴影用绿色，房
子是一种斜纹式，有人批评这像日
本房子，似乎有点像唐朝的建筑
物。还有人认为上面的一条线太
长，而下面蓝色与红色配合也不协
调。

负责修改设计的梁思成发表
自己对设计国徽理念的理解：“我
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也
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或天安门就
算完事。它主要是表示民族精神，
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
能画出来，所以这些画家画出来的
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
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并不是
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用传统
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同时在图
案处理上也感觉有点不满意，即看
起来好像是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
庸俗，没有壮丽的色彩。在技术方
面，颜色要相配均匀，若要做一个
大使馆门前的雕塑，把国徽上每种
颜色形状都表现出来就很不容易
处理。”

张奚若又说：“我个人感觉用
天安门，是可以的，从其内容上说，
它代表中国五四革命运动的意义。
同时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地。其次，在颜色上我也考虑过许
多次，采取地球形状是受到颜色的
限制，天的颜色主要用纯青色，尽
量使颜色调和，不使它过于太浓太
俗。”

沈雁冰发言：“我也听到许多
人对国徽有分歧意见。我们理想的
国徽是代表着工农联盟的斗争精
神，以及物产、领土等方面。倘若把
古代方式添上去会有许多不适当
的地方。其次民族意义采用什么东
西来代表，除工农联盟外，再找不
出其他东西了吗？若用齿轮来表示
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但我觉得一般
人看后，不能立刻感觉出来。也有
的人要求要有一种气派精神，若
将此类都放在里面，一点没错但
却很困难。也有人认为，国徽要让
人一看便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并
根据此图形就能了解该国家的一
切。这种要求不但苏联没有做到
这一步，其他各新民主主义国家
更谈不上。对中国来说，过去根本
没有国徽，若有的话，都是些龙的
图形。我对采取天安门图形表示
同意，因为它是代表五四运动与
新中国诞生地，以及每次大会都
要在那里召集的。最好里面不要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看起来
有点太俗了。”

这次讨论原则上通过了天安
门图形，但遗留下几个尚待解决的
问题，国徽上是否需要填写国名？
颜色是否需要修改？用五颗还是用
一颗星？是否需要画一个雕塑彩色
图？

周恩来提议! 将梁思成小
组绘制的图案交全国政协一届
二次会议

讨论会结束后，梁思成设计团
队和张仃设计团队又紧锣密鼓地
对天安门一图分别进行修改，并撰
写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

从双方提交的图案说明书上，

明显可以看出彼此尚有分歧，而且
各自都很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观点
并直陈理由。

张仃团队大多是画家，他们的
构思理念更偏重形象化。虽然他们
的设计元素也是由天安门、齿轮、
嘉禾、五星和红带组成，并且很尊
重很钦佩清华大学教授们的设计
理念，多次交换过意见，但与对方
意见相左之处，特别是在主题处
理、写实手法、继承美术历史传统、
色彩运用等方面，张仃团队仍坚持
自己的观点：“红色齿轮、金色嘉
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
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
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
家富强康乐；天安门———富有革命
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
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
象征。”

除此诠释说明之外，张仃团队
认为，首先，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天安门为国徽主体，即使画成风景
画也无妨，因为世界各国国徽中有
很多就是地理特征的风景画；其
次，写实是通俗的，但不是庸俗的。
自然形态的东西虽然必须经过加
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就
是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
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不
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第
三，继承美术史传统不能一味模仿
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要“推
陈出新”，继承能服务人民的部分。
第四，色彩不能一味强调只适合书
斋的“调和”，要让高悬的国徽产生
壮丽堂皇的效果，就要用丰富强烈
的色彩。而采用的朱、金、青三色，
代表了北京的朱墙、黄瓦、青天，也
是中华民族的色彩。

与张仃团队是由画家组成的
不同，梁思成团队主要是由建筑师
组成，设计时更强调国徽的庄严和
稳重。梁思成起初一直反对天安门
入国徽，周恩来为此曾专门提示
他，还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
徽。于是，他与团队的几位教授一
起研究，达成了一致看法：国徽不
像国旗，很多地方都能挂，它悬挂
的地方是驻国外大使馆和中央人
民政府的主要地方，所以不能像风
景画，必须把它程式化，有庄严、稳
重之感。

清华大学新林院 ' 号梁思成
夫妇的家，其实就是国徽设计中
心。他们从 (")$年 %月 **日成立
小组以后，直到 %月 +,日，几天的
工夫就做了几十个方案。按照梁思
成团队的理解，国徽不是寻常的图
案花纹，其内容的题材，除象征的
几何形外，虽然也可以采用任何实
物的形象，但在处理方法上，是要
强调这个实物的象征意义的，所以
不注重写实，而注重实物形象的简
单轮廓，强调它的含义而象征化。
它的整体，无论是几件象征的实
物，或几何形线纹的综合，都必须
组成一个容易辨认的，明确的形

状。设计天安门时就有这样的考
虑。因为天安门是一个庞大的建筑
物，前面还有石桥和华表等复杂的
实物，所以处理它就必须掌握象征
化的原则，极力避免画面化、深度
透视的运用，以及写真的色彩，不
要使天安门成为一幅风景画，一切
都需要图案化和象征化。

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设计的
图案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
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
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宣告诞生的
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
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
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
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
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
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
级的周围。以这样五种简单实物的
现象，借以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
一个新中国的国徽。

国徽审查组中赞成梁思成团
队方案的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
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
认为此方案庄严，艺术结构完整、
统一。而田汉和马叙伦则认为，虽
然两个方案颇有出入，但各有所
长。沈雁冰曾在组外征求过意见，
有的喜欢张仃团队方案的美丽，有
的赞赏梁思成团队方案的完整，相
比之下，年长一些的大多赞成梁思
成团队的方案。审查小组决定，以
梁思成团队的方案为基础，再进一
步整理绘制。

%月 -$日，审查小组最后一次
讨论国徽的设计方案，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也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到会。
梁思成和助手朱畅中带来了国徽
方案及说明书，中央美术学院的画
家们也送来了他们设计的方案。中
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摆满
了各式国徽设计图案；正中墙前摆
放着两个图案，左边是清华大学设
计的，右边是中央美院设计的。两
个图案都以天安门为主题，美术家
们的天安门色彩丰富，蓝天、黄
瓦、白石栏杆、红柱红墙，非常美
丽，与清华大学设计的只有金红两
色的图案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审
查组的成员们观看着、评论着。大
家意见趋于一致，选中了清华大学
设计的国徽方案，只是对设计细节
提出一些建议。最后周恩来提出建
议：写一个解释书，将梁思成小组
绘制的图案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
会议，以便表决时看得更清楚一
些。

%月 -.日下午 &时，全国政协

一届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
开，在七项会议议程中，第四项是
审查国徽，马叙伦首先汇报了国徽
审查组的报告，并对大家提出的意
见作了一些解释。

毛泽东主席拿起一张图案说：
“经过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研究后，
认为这个图案是比较好的，是不是
在这次会上我们原则通过，有些修
改，可交常委会去研究，因为国徽
有关全国性，请起立表决。”表决结
果，*.'人赞成，占绝大多数。随即
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布。

%月 -'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
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国徽图案说明这样写道：“国徽
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
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年国庆节" 天安门城
楼悬挂上第一枚国徽

国徽方案通过后，国徽立体浮
雕模型的设计制作任务，落在清华
大学营建系副教授高庄的肩上。但
从 *"), 年 / 月初到 ' 月中旬，模
型却始终没有出炉。'月 *'日，高
庄专门为此致函有关领导说明情
况：“耽误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
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
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
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
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应用的条
件，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
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
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
来。”为了达到这 *, 个“更”的目
标，高庄和制作团队冥思苦想，力
求达到最好。他们对国徽绸带和稻
粒等细节作了修改，并在 -,日召
开的座谈会上得到与会者的一致
首肯。

此时距离国庆节只剩下一个
月的时间了，为了赶在新中国成立
一周年之际，在天安门城楼和一些
重要场合挂上国徽，大批量制作工
作必须紧锣密鼓进行。

"月 .日，一份关于国徽颁布
和制作的报告摆在了周恩来的桌
上。报告称，公布国徽时除主席令、
国徽说明、国徽照相、墨线图及使
用办法以外，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稻
穗和五星的深度，还要同时公布断
面图；全国各地应悬挂的国徽浮
雕，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制作，其
尺寸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号直径
为 *米，中号直径为 ',厘米，小号
直径为 %,厘米；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怀仁堂、外交部、各驻外大使
馆使用的国徽一律用木刻，其余大
行政区、省市悬挂的国徽因数量较
大，而内地尚无制作钢模的办法，
建议与香港合众五金厂联系，制作
钢模，然后在上海用压板机压成铜
片浮雕，再加以涂色喷漆，这样可
以标准化地迅速完成。
周恩来当日批示：“照办。规定

九月二十日公布。”随即，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和办公
厅副主任余心清立即将工作进度
向毛泽东汇报，并在 "月 /日得到
“同意”的批复。

为了在公布国徽时体现庄严
和统一，出版总署专门致函各杂志
社，详尽说明发表时应注意的事
项，甚至连字体和排版都有明确规
定。最后决定，印制 ),,,册国徽图
案册页，发至县级政府机关、军队
及党派团体。国徽大挂图由出版总
署印制，新华书店发行。全国各地
的杂志也将刊印国徽插图。

与此同时，国徽的制作也决定
采用“钢模轧制法”。中央人民政府
分别致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
剑英和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香港
和上海的制作条件。两地答复均可
制作。考虑上海比较近，办公厅决
定派丁洁如携带国徽石膏浮雕两
面，方格墨线图、纵断面图以及使
用办法、制作说明等前往上海接洽
办理。林伯渠专门就此事致函陈
毅，希望上海市政府派专门技术人
员监制。第一批制作大号（*米）'
个，中号（', 厘米）%, 个，小号 0%$

厘米1',个。希望 !,月 !日国庆节
以前制作完毕。为了避免辗转运送
造成时间和资金浪费，中央政府委
托上海市政府发送各地，费用由中
央政府报销。

此时距离国庆节只有不到半
个月的时间了，一切都必须抓紧。
" 月 !/ 日，丁洁如抵达上海后立
即投入工作。但她了解的情况却
不乐观。因为起初上海方面以为
中央政府是要做国徽的证章，后
来才知道是要做如此大的钢片浮
雕，而且时间紧迫。上海没有可以
做大钢模的厂家，即使做，也要两
个月以上。怎么办？多家商量的结
果是，为了完成中央政府交办的
使命，决定拟先将国徽雕刻木型，
再翻砂浇铜。这个方法上海可以
做，而且时间也可以掌握。大号的
-)日可以先做出两枚，以后每日
做两枚，-'日 ' 枚就能全部完成。
中、小号的国徽因为数量大，不能
先期赶制，特别是需要大量的铜，
若赶制，还有可能引起上海市场铜
价的波动。所以拟先刻木型浇注一
枚作为样品，如中央政府同意，再
大量制作。

此办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
准。上海方面制作了 '枚大号铜质
国徽，送发给各大行政区和上海市
人民政府，并将两枚大号国徽和一
枚 %,厘米的小号铝制国徽带回北
京。

显然，由中央政府大批量（所
需达 --,,枚）集中在上海制作国
徽困难极多，且装箱运输费用负担
也极大。鉴于制作技术各大区也都
具备，上海方面还能提供制作经
验，中央政府决定：尺寸和质地均
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制造工作由
各大区分别承担。中央人民政府办
公厅还为此专门下发了颁发国徽
浮雕的清单。

!"),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悬
挂上了第一枚国徽。这枚熠熠生辉
的国徽与新生共和国极为相配，虽
然质地为木质，却丝毫不影响它的
庄严和壮丽。!")!年 )月 !日，由
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铜铝
合金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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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国徽设

计小组的部分成员在

梁思成住宅前留影

"

!毛泽东手执国徽

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