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国大典阅兵历时

两个半小时，场面非常

壮观。中国人民解放军

以威武雄壮的阵容展现

在国人面前，不仅为新

中国的开国盛典献上了

一份厚礼，也给世界以

震惊。

——— 《 1949 ，开国

大阅兵》

◆天安门上空，由父

亲田汉作词的国歌声在

回荡；万众欢呼的广场

上，由儿子田申率领的

战车在奔驰。国情、家

情、父子情在此交织出

一幅雄伟绚丽的人生凯

歌。

——— 《胜利的歌声

多嘹亮》

58 年前那个秋天的下午，北京，天安门广
场。

一个 26 岁的年轻人，身着戎装，大声唱着父
亲写的歌，泪流满面。在他周围，是 30 多万欢呼
的人群，以及漫卷的红旗。

他叫田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词作者田汉之
子，时任开国大阅兵战车团团长。

1949 年 10 月 1 日，作为开国大典中重要的一
项内容，开国阅兵举世瞩目。

“那时我在华北特种兵部工作，平津战役缴获
了一些装甲车、坦克，聂荣臻同志说在华北组建一
个独立战车团，我是副团长。参加开国大典阅兵，
我代理团长。”田申说，“我们接受任务后，就在
丰台路口大井小井训练。坦克都是缴获的日本坦
克，最大的 15 吨，最小的 1 吨半，刷漆编号，进
行了 3 个月的训练。”

10 月 1 日拂晓，受阅车辆开始编队行进，经
复兴门到东单待命。

当军乐团奏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时，田

申的眼泪顿时扑簌簌地流下来，“多少年了，就盼
望着这一天早点儿到来！” 84 岁的老人至今心潮
难平。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气吞山河的海军方队、
步兵方队、炮兵方队、战车方队、骑兵方队在火红
的军旗前导下，由东向西雄壮而来。

“我们是在炮兵方队之后进入天安门的。通过
天安门时，恰巧与天上飞过的空军方队同步，十分
雄伟。”田申说。

天安门上空，由父亲田汉作词的国歌声在回
荡；万众欢呼的广场上，由儿子田申率领的战车在
奔驰。国情、家情、父子情在此交织出一幅雄伟绚
丽的人生凯歌。

35 年后，田申的儿子沿着父亲的道路，参加
了共和国的第 12 次国庆阅兵。那次阅兵，受阅部
队的武器装备全部是国产现代化兵器，其中，战略
导弹部队首次向全世界亮相。

50 年后，共和国世纪大阅兵再次震惊世界。
（据中国军网）

胜利的歌声多响亮

1949 年 8 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
庆典仪式上组织大阅兵。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专门召
集会议进行了布置，他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空中
方队”参加空中分列式，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
阅。

驻守北京南苑机场担负保卫北京任务的空军战
斗机中队，随即奉命拉开了空中大阅兵的训练序
幕。作为“空中方队”的排头兵，林虎的心情特别
激动。这位从小受尽苦难， 10 岁参加八路军、
1948 年从我军东北航校毕业的年轻飞行员，做梦
也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激动之余，他又感到压力
很大，群雁齐飞，全靠头雁领。然而，林虎毕竟是
“空中骄子”，在近 20 多天的“排练”中，他那
精湛的飞行技术受到同行们的啧啧称赞。 9 月 23
日，空中方队举行预演，林虎和战友们一举成功！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10 月 1 日下午
4 时，盛大的阅兵式正式开始。第一分队由邢海
帆、林虎、孟进驾驶的三架战机从南苑机场腾空而
起，其他分队紧随其后，飞到北京东郊通县双桥上
空编队集合，盘旋待令。放眼处，天很蓝，空中飘

着缕缕薄云。视野里，飞机正在美妙无比的调色板
上列阵长空。 4 时 35 分，“空中方队”分列式开
始。 6 组机群由东往西，朝天安门飞去。蔚蓝的天
空中， 9 架 P-51 战斗机编成 3 个品字队形，飞在
最前面，从天安门上空轰鸣而过。接着，两架蚊式
轰炸机排成一字队形、 3 架 C-46 运输机成品字队
形相继通过检阅台。飞在最后面的，是由两架 PT
-19 教练机和一架 L-5 联络机组成的机队。林虎他
们驾驶第一批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上空后，按照预定
方案再折回，衔接在第 6 空中分队后面，又飞越了
一回天安门。这样，人们就看到有 26 架飞机通过
了天安门上空。事后林虎知道，“空中方队”经过
检阅台上空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翘首望天，微笑着
对着飞机频频招手，数十万群众欢呼雀跃，整个广
场都沸腾了。

当天晚上，林虎等应邀出席朱德总司令在北京
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朱德总司令自豪地对在座的
海陆空高级干部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
令了！” （据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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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接受检阅的解放军伞兵部队。

1959 年，海军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第一次飞越天安门

□新 华社记者 陈正青 报道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资料照片)

解放军陆军方阵通过天安门。 参加分列式的解放军骑兵部队。 新组建的海军方阵通过天安门。

人数和用时之最 组织逐渐成熟

开国大典阅兵历时两个半小时，是十三次国庆阅兵用
时之冠。1950 年的阅兵人数最多，受阅部队人数达到 2 . 4
万多人，此次阅兵包括庆祝游行共用时三小时二十五分钟。
1957 年阅兵受阅人数是 7064 人，是历次阅兵中人数最少
的，这次阅兵和 1958 年阅兵均为 50 分钟，用时最少。

改革开放后的两次国庆阅兵， 1984 年国庆三十五周
年阅兵用时五十六分钟，一万零三百七十人受阅；1999 年
国庆五十周年阅兵用了一个多小时，一万一千余人受阅。

五十周年国庆大阅兵创造最多“之最”

1999 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国庆大阅兵，被称为
中国军队“世纪大阅兵”。受阅兵种最多。涵盖了陆、
海、空军、二炮、武警等。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
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首次亮相。受阅方队最多。当时有
四十二个地面方队，十个空中方队；其中二十五个车辆方
队由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四大军种四百多台车辆
组成，方队数量和车辆数量都创造了新中国历次国庆阅兵
之最。装甲阵容最大。当时坦克方队、步战车方队、装甲
车方队共一百多辆战车受阅，是历次阅兵中最大装甲阵
容。导弹亮相最多。此次有战略导弹部队的常规地地导
弹、中程地地核导弹、远程地地核导弹等组成的四个导弹
方队亮相。此次阅兵方队横排面为二十五人，创造了世界
之最。

（以上均据新华网）

盘点历次阅兵之最

从 1949 年到 1999 年，新中国先后进行了 13 次国庆
阅兵。

从 1949 年到 1959 年，每年 10 月 1 日都要举行国庆
阅兵。 1960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勤俭建国的
方针，对国庆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
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后来，因“文革”影响等原
因，连续 24 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 1984 年，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时，恢复了国庆阅兵。至 1999 年的国庆 50 周年
阅兵，又相隔了 15 年。
1949 年：开国大典阅兵

阅兵式在静态下举行，受阅部队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
按序列在东、西长安街列队。分列式在行进中举行，受阅部
队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这一阅兵路线延续至今。
受阅部队由陆、海、空三军组成，共 1 . 64 万余人。
1950 年：国庆 1 周年阅兵

受阅部队共 24209 人。阅兵分列式以空军学校和海军
学校的学员为先导，依次为步兵、炮兵、战车摩托化步兵
和骑兵部队，空军空中梯队的各种战机在步兵进入天安门
广场时临空，形成了立体阅兵的场面。
1951 年：国庆 2 周年阅兵

1951 年国庆阅兵，受阅部队共 13348 人。走在受阅
部队最前面的是军事学院的学员，接着是高级步兵学校、
战车学校、炮兵学校、海军学校、航空学校的学员。然后
是伞兵部队、步兵部队、民兵大队、骑兵部队。最后是炮
兵部队、摩托化步兵、装甲兵。
1952 年：国庆 3 周年阅兵

1952 年国庆阅兵，历时 1 小时 05 分。受阅部队共组
成 57 个地面方队、 9 个空中梯队，共 11300 人。受阅武
器装备为各种火炮 112 门，坦克、自行火炮 99 辆，装甲
车 16 辆，汽车 156 辆，三轮摩托车 160 辆，军马 1104
匹，飞机 153 架。
1953 年：国庆 4 周年阅兵

1953 年国庆阅兵，受阅地面方队 48 个，共 10038 人。
阅兵分列式开始后，步兵方队依次通过，空中梯队的轰炸
机、战斗机群凌空而过。军乐团最后列队走过检阅台。
1954 年：国庆 5 周年阅兵

受阅部队包括地面方队 38 个、 4 个空中梯队。受阅
部队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苏式的，标志着我军武器装备发
生了重大变化。国庆 5 周年，受阅部队由陆海空诸军兵种
编成，反映了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
1955 年：国庆 6 周年阅兵

1955 年国庆阅兵， 38 个地面方队，由军事学院、石
家庄步兵学校、第 4 炮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校、第 1 坦
克学校、第 10 航空学校、大连海军学校、青岛海军学校
等组成。
1956 年：国庆 7 周年阅兵

分列式在雨中举行，阅兵的顺序是军事学院、石家庄
步兵学校、西安炮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校、第 1 坦克学
校、第 5 航空预备学校、第 5 海军学校，第 24 、 63 、
65 、 66 、 69 军，炮兵第 2 、 10 、 14 、 32 师等相继通
过了天安门广场。
1957 年：国庆 8 周年阅兵

1957 年国庆阅兵，受阅部队共组成 29 个地面方队，
其中院校方队 7 个，水兵、公安军、摩托车、伞兵方队各
1 个，步兵方队 6 个，炮兵方队 8 个，坦克方队 4 个，共
7064 人，受阅武器为坦克 266 辆、火炮 112 门、飞机 81
架等参加了阅兵。
1958 年：国庆 9 周年阅兵

1958 年国庆阅兵，军事学院、步兵学校、炮兵学
校、工程兵学校、坦克兵学校、航空兵学校和海军学校的
方队依次进入天安门广场。这次阅兵，共组成 29 个地面
方队，其中院校方队 7 个，水兵、公安军、摩托车、伞兵
方队各 1 个，步兵方队 6 个，炮兵方队 8 个，坦克方队 4
个，飞机 93 架。
1959 年：国庆 10 周年阅兵

1959 年国庆阅兵，受阅部队由 11018 人组成了 15 个
徒步方队、 14 个车辆方队和 6 个空中梯队。这次阅兵取
消了骑兵、三轮摩托车和 100 毫米以下的地炮、高炮方
队。受阅武器装备基本实现了国产化。
1984 年：国庆 35 周年阅兵

受阅部队由 10370 人组成了 46 个方(梯)队，其中空
中梯队 4 个，地面方队 42 个。受阅武器装备共 28 种，全
部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其中 19 种是新装备，充分展现了
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新水平。这次国庆阅兵是新中国成立后
规模最大、装备最好的一次。
1999 年：国庆 50 周年阅兵

参加国庆阅兵的地面方队有 17 个徒步方队、 25 个车
辆方队。空中梯队上升到 10 个。改革开放新时期诞生的陆
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第一次出
现在受阅部队中。受阅的 42 种大型装备中，只有两种参加
过国庆 35 周年阅兵，其余都是首次亮相，新装备占 90%
以上，是我军历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庆阅兵。

天安门走过

的共和国劲旅
新中国 13 次国庆阅兵全景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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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6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议决定，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的阅兵按阅兵式、分列式的组织程
序进行。阅兵式在静止状态下进行，全体受阅部队
以天安门主席台为中心，按序列在东、西长安街列
队，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在行进状态下
实施，各受阅部队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
前接受检阅。受阅部队按海、陆、空三军的序列
编组。海军的一个方队由东北海军学校和华东海
军舰队选调人员编成；陆军各方队由步兵 199
师、独立 207 师 619 团和临时编组的炮兵第 4 师、
战车第 3 师、骑兵第 3 师编成；空军的一个混合飞
行梯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所辖的 P-51 型歼击机
中队、蚊式轰炸机小队和 PT-19 型、L-5 型教练

机小队编成。受阅部队共 1 . 64 万余人。武器装备
以军兵种为单位，按种类集中，统一编组，由轻到
重，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地面、海上到空中，使
陆、海、空三军浑然一体，形成强大阵容。

10 月 1 日下午，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
身着戎装，在聂荣臻陪同下，乘阅兵车先后检阅
了排列在东长安街的海军代表部队，陆军的步兵
师、炮兵师、战车师和西长安街的骑兵师。

随后，分列式开始，首先通过天安门广场的
是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接着，步兵师以 3 个建制
步兵团和临时编组的冲锋枪、轻机枪、通信、重机
枪、轻迫击炮、重迫击炮、战防炮、山炮各一个营的
阵容接受检阅。炮兵师以 75 毫米野炮、105 毫米
榴弹炮、37 和 75 毫米高射炮的阵容出现在天安

门广场。火炮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依次前进，均用
中型卡车或十轮大卡车牵引，颇为壮观。战车师由
摩托化步兵、装甲步兵和坦克兵各一个团编成。当
战车师进至天安门广场时，空军分别以双机、三机
编队，一批批接连飞临上空，与地面的战车部队遥
相呼应。骑兵师尾随战车部队行进。走在前边的是
3 个骑兵团方队，而后是一个骡马拖曳的 75 毫米
野炮营。各梯队的军马毛色整齐划一，或全红，或
全白，或全黑，三色相间；骑在马上的指战员，身
着草绿色军装，手握钢枪，腰挎战刀。

这次阅兵历时两个半小时，场面非常壮观。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威武雄壮的阵容展现在国人面
前，不仅为新中国的开国盛典献上了一份厚礼，
也给世界以震惊。 （据新华网）

1949 ，开国大阅兵

（以上照片均据新华网）

1958 年，女民兵方队在大阅兵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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