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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2019年国庆尚有一个月，徐建林就独自坐车回老家浙
江桐乡去了。前年秋，93岁的侯波在病榻上结束了生命最后
的时光，按照老人生前嘱托，徐建林亲手将母亲的骨灰撒入了
家乡的京杭大运河。从此，河水流过的地方就都是故乡了。

国庆节对徐家有着特殊的意义，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举行那天，6岁的徐建林是在幼儿园
度过的。许多年后，从各种新闻报道、资料和父母的讲述中他
渐渐了解到了那天爸妈双双在天安门城楼上工作的情形。那
一年，25岁的母亲侯波端着一台由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从
民主人士手中借来的罗莱120相机，作为天安门城楼上被允
许拍照的3名摄影记者之一，也是其中惟一一名女摄影师，拍
下了她一生中最著名也最珍贵的一张照片《开国大典》；而时
任北京电影制片厂（1949年10月1日前名为北平电影制片
厂）编导的父亲徐肖冰则负责了大典纪录片的拍摄，在周恩来
总理的领导下，他协调来自苏联的两个纪录片摄制组在天安
门城楼上完成了庆典的部分拍摄工作，两部片子一部叫《解放
了的中国》，一部叫《中国人民的胜利》。“对所有亲历过‘开国
大典’的中国人来说，那一天都是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天。”

等待胜利的宣告

“父亲后来跟我讲，那天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
候，他激动得手都在颤抖。”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挤满了人，手持摄影
机的徐肖冰位于城楼左侧，左手扒着城楼上的护栏，右手拿着机器，
专心拍摄的样子后来被位于主席身前另一侧的侯波拍进了照片，而
侯波的身影后来被发现也同样摄进了由上海音像资料馆提供的当
时苏联摄制组拍摄的纪录片中。

与庆典当天城楼上另两名分别来自新华社和《解放军画报》的
记者陈正青、杨振亚不同，作为中国第一位“红墙摄影师”，当时的侯
波有一个特殊身份和一项特殊使命，即以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警卫局摄影科科长（同时也是惟一的一名科员）的身份，为中央领导
同志的生活、工作及重要活动等拍摄照片以留存资料。此前，在第一
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召开期间，四处忙碌抓拍的侯波
尚是另一个身份：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科长。因在会议期间工作
细心，摄影技术好等原因，没多久上边便决定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
厅主任的杨尚昆和主席办公室主任的叶子龙找侯波谈话，在中南海
成立“摄影科”并将其调入任职。

“母亲常说，不是她的摄影技术有多好，而是历史给了她机会去
拍‘开国大典’。”1949年北平解放，徐建林在随父母调入北影来到
北京生活之前，先是随爸妈从延安去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改名为
长春电影制片厂），“在那里，作为1937年就参加革命队伍的‘老革
命’，母亲和她的同事们接收了当时远东最大的伪满洲国电影制片
厂‘满映’遗留的日伪技术人员，母亲从关心生活入手，与这些技术
工作者交朋友，甚至还把他们中的一个日本人发展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还渐渐学到了从拍摄照片到暗房冲洗扩印的全套摄影技
术，一个人能拍、能洗、能印，为后来进入北影和‘中南海摄影
科’打下了全面扎实的技术底子。”

见证历史的时刻

1949年10月1日这天，在徐建林的讲述中，母亲侯波上
午先是去了天安门城楼为下午的拍照提前“踩点”、勘查拍摄
环境。“那是母亲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此前，关于开国大
典到底在哪儿开曾有过两种不同的意见，出于安全等考
虑，其中一个选择是在西苑机场，因为3月25日，主席从
西柏坡进京的时候，曾在那里
举行过一次阅兵，之后便直接
进驻了香山的双清
别墅，而此次阅兵也
被视为了开国大典
阅兵的预演。

待最终选定在

天安门广场举办开国大典并设主席台于天安门城
楼，已是1949年下半年的事了，在北平市政府的
动员下，一场历时90余天的由社会各界义务参与
的市区大清扫运动同时展开，其中对天安门和天
安门广场的整修清扫运动一直持续到了9月底。
待到10月1日那天，曾经坑坑洼洼的天安门广场
已被整修一新了。“那天母亲登上天安门城楼时，
发现那里最好的位置已被苏联摄制组架设上了大
型的电影摄影机，拍摄条件并不理想，匆匆查看好
环境后，她连午饭也没顾上吃就急忙赶回下午2
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现场，为大会进行拍照纪录了。”在这次
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主席、副主席和
56名委员全部宣布就职，之后“母亲作为工作人
员，便随同车队一起出中南海东门，先一步前往天
安门去准备开国大典的摄影工作了”。

“车队在午门停车，然后所有人步行登楼。”在
徐肖冰所拍的资料中有一张毛主席和众人从天安
门城楼西侧缓步登楼的影像截图。“主席在前，朱
德在主席的旁边，刘少奇、宋庆龄等众人随后。”其
时的天安门城楼，早已站满了各种工作人员。“母
亲也在其中，那天，她兜里一共揣了8个由中央办
公厅用外汇从香港那边买来的阿克法黑白胶卷，
一卷可照12张，每一张什么时候按下快门，什么
时机换胶卷，都要仔细掂量清楚。”整个庆典活动
侯波一共用去了3个半胶卷，这些照片在拍摄完
成后由侯波亲自洗印、编写图片说明并存档，直到
多年后“中南海摄影科”撤销，这些原始影像资料
才完整移交至新华社档案库，至今其中的许多资
料照片仍需高层领导批示方可查阅。“包括大典这
天所拍的照片在内，据统计，后来由母亲拍摄存档
的全部4773幅照片中，公开发表的仅600幅左
右，其中最著名的那张《开国大典》也是她最爱回
忆的一张。”当时，受限于罗莱120只有一个标准
镜头没有广角、景深又不够等问题，在毛主席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
时，为尽可能多地拍到两边的观礼嘉宾，侯波把身
子向后探出了天安门城楼的护栏，后仰至不能再
仰并等待时机抓拍，直到拍摄完成，这才发现身旁
有人一直在紧紧拽着她的衣服以防不测，那人便
是敬爱的周总理。

用照片永远铭记

由于侯波工作性质的特殊，直到上世纪80年
代末由其拍摄的开国大典照片在影展中公开发表
前，侯波一直都默默无闻。中外媒体对新中国成立
的报道中普遍配发并被公众熟知的照片都是由新
华社记者陈正青所拍摄的。1949年10月1日下午
3时许，当毛主席用激动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侯波与陈正青分别位
于主席身前两侧不同角度按下了相机快门。在侯
波所拍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主席身侧左边站立
的有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董必武；主席身侧靠右后方伫立着的有为统一
战线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
还有“红色资本家”李烛尘等。“这张照片画面中囊
括的人物虽然有限，但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氛围，这张照片能让人感受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各界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
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那天，庆典活动一直持续到了晚上9点。回忆起当时广场上的情
形，徐建林还听母亲说起过一个细节：由于没有通讯工具，那天为方
便天安门“楼上”“楼下”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
土办法——从城楼上用绳子吊下一个提篮，城楼下的群众若有情况
要反映给楼上的人，就会写张纸条放入篮中，再拽一拽绳子，上面的
人收到信号，就会用绳子把提篮拽上去查看，如此往复操作，便解决
了沟通的难题。“我母亲说，那天群众所提意见最多的，是‘骂’城楼上
的‘记者们’遮挡了大家视线，因此看不真切主席身影，于是后来拍照
就多了一条注意事项，拍完照片要立刻蹲下，以便群众能更好地看看
毛主席。观礼期间，主席在城楼上左右走动，并不断向各处群众挥手
致意，母亲再次探出身子抓拍的过程中，陈云同志也像周总理一样拽
住过她的衣服以防她危险，令她十分感动。那一天母亲全心投入拍
照，所拍影像从此都成为了历史永远的见证。”

“母亲是1961年离开中南海调入新华社的，之后继续从事新闻
摄影工作直至退休。”离开中南海前，侯波依依不舍地将当年借来的
那台相机交还给了组织。“母亲说，那台相机后来有可能辗转给了部
队宣传科的干事，但她始终难以忘怀那段特殊的经历，所以后来有一

年新华社处理淘汰一批与母亲当年所
用相机同一品牌、相似型号的机器时，
她就自己花200元买了一台留做纪念，
一直存放在身边，悉心保管。至于我父
亲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用的摄影机，后
来则随他一起去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再后来机器报废无法再用了，便由父
亲于生前亲自将机器捐给了侯波徐肖
冰摄影艺术馆（2015年更名为徐肖冰
侯波纪念馆），以便同更多人分享那段
特殊而难忘的历史。”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
《奋斗吧 中华儿女》以“奋斗”为主线，分为“浴血奋斗”
“艰苦奋斗”“团结奋斗”“奋斗吧 中华儿女”四个篇章，
以气壮山河的史诗篇幅、崇高奋进的主题意蕴、大气恢
弘的艺术场景、精湛完美的创新演绎，艺术地展现了新
中国成立70年来的沧桑巨变、壮丽征程，深情表达了对
新中国成立70年的深情礼赞和壮志豪情。

打造一部属于人民的史诗

晚会总撰稿、策划创意组成员朱海表示，在《奋斗
吧 中华儿女》之前，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有3部音乐舞蹈
史诗，分别是《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和《复兴之路》，
这3部作品从各个维度，或回顾、或前瞻、或总结，都在
描述着新中国的历史，都以新中国的历史为出发的基
点。“正因为有这样光荣的文艺创作传统，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年的时候，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也要推出
一部史诗作品。”朱海谈到，《奋斗吧 中华儿女》的第一
个出发点就是向《东方红》致敬。晚会从1921年开始演
起，这跟《东方红》是一致的，希望通过历史的追述，表达
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从哪里开
始的，表达今天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牢记使命，这是近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奋
斗历程。《奋斗吧 中华儿女》的第二个出发点是打造一
部属于人民的史诗。“我们从浩瀚的历史和文艺作品中
找到了‘奋斗’的主题。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在百年风雨中
动态前行的象征。奋斗成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事业和人
民的新生活。我们尽可能用舞台艺术的手段把奋斗的形
象、奋斗的足迹、奋斗的情感和奋斗的收获，凝聚在一
起。这是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为新中国成立70年献上
的一份文艺大礼。”朱海说。“中国需要用史诗讲述中国
故事、中国情怀、中国梦想。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华
儿女》是写在中国大地上的，而用一部史诗为人民树碑、
为祖国立传，是这部作品最深刻的立意所在。”

“晚会的创作过程就是一次汇聚人心、凝聚力量的过
程。”晚会副总导演田沁鑫介绍，参与演出的共有近30位
优秀戏剧演员和明星演员，这些演员放弃了拍戏，停掉了
工作，即使只有一句台词也要排练很久。大家非常积极，
努力配合。在戏剧情境表演部分，田沁鑫特别强调表演要
真实、真诚，不能造作和虚假，希望演员们站在人民立场
上发出声音，表达对祖国和人民最真挚的祝福。

全新的编排体现对经典的传承发展

第四篇章指挥李心草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参与
如此大型的国庆庆祝活动，特别是在人民大会堂这样一
个大型的演出空间，整个排演过程给他留下了最深刻、
最激动的记忆。“这次参与演出的合唱演员、乐团非常
多，其中，乐团人数为150人，分别来自3个乐团，合唱
队400位演员来自7支不同的合唱团。如何在艺术呈现
上做到整齐，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李心草说，排练过
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乐团跟两侧的合唱团的配合。正常的
演出合唱团都是站在一起的，但是因为此次表演形式的
变化，合唱团分别站在台口的两侧，每侧200人，由于空
间距离的关系，指挥棒的指令传递到乐团再到合唱团，
就会产生滞后的现象。刚开始遇到这个问题时，合唱队
成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跟音乐的时候进晚了，这时李心
草就会把几个合唱团的人叫到他的身边听，他们才发现
合唱队确实滞后了。“对于这些问题，只能一遍一遍地去
矫正他们的错觉。”

晚会的第一篇章“浴血奋斗”从交响乐与舞蹈《起
来 起来》开始，通过交响乐、合唱和舞蹈《南昌起义》《西
江月·井冈山》《过雪山草地》《延安颂》《怒吼吧 黄河》
《渡江 渡江》等节目，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斗争建立新中国的伟大
历程。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艺术呈现，第一篇章执行导演
宿哲表示，整个演出虽然气势宏大，但是我们追求的是
历史细节的真实，每个历史场景的表达，不管是一面旗

帜、一个火把，还是一条绑腿、一套装扮，都是通过翻阅
大量史料、咨询相关专家，反复考证制作而成的。

第二篇章“艰苦奋斗”以绚丽宏大的合唱和舞蹈《东
方红》开篇，回顾新中国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年代。其中，《赞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在向《东方红》
的致敬中，唱出各族儿女开启新生活的无尽喜悦。在这
一环节的表现中，“我们从演员的服饰到表演都追求原
来的样貌，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安塞腰鼓等艺术元素，让
舞台既有当年的影子，又不乏今天的诉说。希望通过这
种全新的编排体现对经典的传承、发展，表达对党、人民
和祖国的无限热爱。”第二篇章执行导演靳苗苗说。“这
一篇章的编导和演员大部分是‘90后’和‘00后’，大家
在排演中回顾和重现历史，同时也接受了一次思想上的
洗礼。”

这是整个文艺界面临的一次大考

“赤子之心化春秋，我将无我，无愧你的托付；赤子
之心化未来，我将无我，托起复兴日出。”歌唱家雷佳在
第四篇章中与廖昌永一起演唱了歌曲《赤子》。演唱过程
中，“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
家”、“人民艺术家”等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的照片依次
出现在大屏幕上，在为整首歌增添厚重感的同时，深情
表达了国家对英雄们的礼赞与致敬。“我希望用手心将
这首歌曲捧到观众眼前，将那份赤子之情像涓涓溪流一
样呈现出来。”雷佳表示，歌曲在排演过程中几易其稿，
我也演唱过好几个版本。每一次都比上次更好，每一次
都要非常准确地表达歌曲的意境。整首歌曲中，让我最
为感动的，就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句歌词。

成龙、王力宏、张靓颖等演唱的《不忘初心》以深情
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的庄
严承诺。演员成龙表示，与职业歌手一起，参与到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大庆的活动中，让他倍感荣幸。谈及他心目
中的“初心”，成龙说，“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饮水思
源。我从小学习京剧、功夫，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师傅
教给我的东西，也一定会将中华文化不断地传承发展下
去。”歌手王力宏表示，每天来人民大会堂参加演出的路
上，都会看到路上挂着的“不忘初心”的标语，为初心而
奋斗，为初心而继续前进，让人特别感动。“我的祖母和
外祖母小时候看到的中国与现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音乐是文化的听觉。作为
文艺工作者，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中国的音乐和文
化带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演员胡歌在第二篇章交响情景表演《共和国之恋》
中扮演“两弹一星”元勋中惟一的烈士郭永怀。郭永怀在
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空气动力学，生活环境非常优
越。但为了祖国，他放弃一切，献身科学事业。为了将一
份非常重要的数据呈交给周恩来总理，他与警卫员一起
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却不幸遭遇空难，在飞机就要
坠毁前，他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人们后来在两具烧
焦后连接在一起的尸体中间发现了这份被保存完好的
数据资料。“演出中最难的是在无实物表演中呈现飞机
空中发生的剧烈颠簸和坠毁前的紧张时刻，我们在排练
中尝试了很多种方式，最终通过灯光的配合、肢体的设
计呈现在了舞台上。”胡歌说，“我们这一代人所谓的艰
苦与先辈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那个年代是真正艰苦奋斗
的年代，国家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那个时代各行各业的
人们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了太多太多。通过我们
这个舞台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先辈所经历的、付出的、
承受的，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就是传播正能量，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同时让观众感
受美好，我希望自己能肩负起这样的使命和责任。”

“这是整个文艺界面临的一次大考！”晚会音乐总监
舒楠表示，“这次晚会是一个用真本事为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献礼的舞台，演员们都是真拉、真唱、真念、真演，呈
现出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真正的水准。希望《奋斗吧 中
华儿女》能够为今后的舞台立下一个标杆。”

一曲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一曲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侧记

□本报记者 徐 健

侯 波 摄

1949年5月，毛泽东与侯波（中）、徐肖冰在香山双清别墅
合影，这也是侯波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 陈正青 摄

侯波生前珍藏的拍摄开国大典时使用的同品牌照相机，现保存在浙江桐
乡“徐肖冰侯波纪念馆”。

卢卢 旭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