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天安门城楼上扎灯笼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大红灯笼，2019

年国家博物馆展出。 ■ 李冰洁/摄

设计好了，然后就是制作。因为灯笼之大前所未

有，制作难度不可预料，而且用在开国大典这样的盛

典上，要求极高，不能出任何失误，工期又短，钟灵等

人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找人制作，竟没有一个灯笼师傅

敢承担这项工作。经过反复寻访，终于在前门外廊房

头条的一家“永顺成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和灯笼的

作坊，找到一位领头的工人师傅——尹作滨。

尹作滨，20世纪初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马集镇

尹庄村，因家境贫困，11岁逃荒去北京，拜著名手工

艺人张玉宽为师。尹作滨虽没读过书，但聪明好学，

心灵手巧，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在制作家具、灯笼方

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凭着一手精湛的手艺，尹作

滨在北京成家立业。

尹作滨看了设计图纸，知道是开国大典用在天

安门上的，非常激动，对灯笼的具体要求进行反复思

考后，自信地拍着胸脯对钟灵说：“请放心，我一定能

把灯笼做好！”

当时商定，由钟灵备料，尹作滨带几个徒弟第二

天就开始工作。考虑到灯笼太大，作坊里摆不下，制

作完成后运输也是难题，尹作滨建议在天安门城楼

现场施工，钟灵同意了。

尹作滨带着几个徒弟在天安门城楼上制作灯

笼，他的儿子尹盛喜只有十来岁，每天都从家里提着

饭送到父亲身边，在旁边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儿。没承想30年后，他竟成了北京城家喻户晓的人

物，不仅在前门卖起了大碗茶，还开了家名扬全国的

“老舍茶馆”，这是后话。

尹作滨虽然扎过无数个红灯笼，但是这样大的

灯笼，还是头一次，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

是。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

决各种难题，有时对着图纸和铁棍、竹片、红纱等材

料苦思冥想，有时被竹片划破手指鲜血下滴也不在

乎，有时因为想出好办法而喜形于色，有时儿子叫他

吃饭他恍若未闻，完全进入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状态。

开国大典前几天，周恩来亲临天安门城楼检查

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这时，扎制8个大红灯笼的工

程已接近尾声。钟灵向周恩来介绍了尹作滨的制

作情况，周恩来亲切地向尹作滨伸出手，尹作滨见

到仰慕已久的周总理，非常激动，赶紧把手在衣服

上擦了擦，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汇报制作灯笼的

有关情况。周恩来勉励他和徒弟一定要把这项重

要工作干好。

经过尹作滨和徒弟夜以继日的工作，8个大红灯

笼终于如期做好，每个灯笼高2.23米，周长8.05米，

直径2.25米，每个重约80公斤，外罩红纱，体量巨大，

饱满圆润，骨架以铁棍和竹片做成，坚挺结实，完全

达到预想的效果。

这8个大灯笼是当年中国最大的灯笼，也是中

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灯笼，见证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

人口最多的国家浴火重生，开创新纪元。此后的日

子里，这8个大红灯笼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

国一个又一个重大的事件……

199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

北京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天安门城楼进行装

修。其中，城楼上的4对8个大红灯笼宣告退役，被

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按照摆放位置，8个大红灯

笼的编号分别为东一、东二、东三、东四和西一、西

二、西三、西四。东一号和西一号因靠近天安门的中

轴线，作为革命文物由博物馆收藏。天安门管委会

决定将东二号和西二号这对旧宫灯进行“无底价拍

卖”，筹措资金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

“希望工程”。

C.最耀眼的灯笼

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

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着的8个大红灯笼格外引人注目。

当然，开国大典悬挂的红灯笼意义非凡，为了能在

比例上匹配天安门城楼宏大的体量，让灯笼烘托出喜

庆的气氛，它们背后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展现了出色的

才艺和过人的技巧。 ■ 姜仲华 据《人民政协报》

A.里面能蹲三四个人打扑克

1949年9月，焕发新生的北京喜气洋洋，开国大

典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9月2日，周

恩来总理批示“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此时的

天安门城楼仍急需修缮，装饰悬挂的毛泽东主席画

像、正面的两条字幅、城楼上的灯笼，都需要现做。

画像、字幅都还容易解决，灯笼却令所有人为难。天

安门城楼原有的六角宫灯，既小又破，落满灰尘，根

本无法适应“张灯结彩”的主题。

天安门上的8个红灯笼由张仃和钟灵二人负责

设计。张仃是著名画家，负责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

工作；钟灵是著名美术家，曾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会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是中南海政

务院总务办公室主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布置科科长，

负责对外联络和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请示汇报，同

时也参与一些设计工作。

钟灵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天安门的会场布

置，当时有明确的分工：城楼两旁的大标语、会议的

横幅、红旗、大灯笼等由我们会场布置科负责；天安

门前、观礼台、车队、升国旗的设备由华北军区政治

部张致祥主任负责；阅兵式、包括飞机飞过天安门广

场、放礼炮等由聂荣臻负责。我和张仃教授事先绘

制了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图样，包括大典横标、两旁的

标语、八个大红灯笼、两边的八面红旗等。”

张仃和钟灵在中南海瀛台东海岸的三间平房

“待月轩”里进行设计。天安门城楼上共9个开间，中

间一间最大，也是大厅的出入口。张仃、钟灵决定此

房间不挂灯笼，以便留出更开阔的空间。两侧各4个

房间，逐渐缩小，每个开间要悬挂一个灯笼，共8个。

他们发现每个灯笼的直径接近3米时，整体效果才能

和天安门雄伟、雍容的气势协调。这么大的红灯笼，

史无前例。钟灵开玩笑地对张仃说：“这灯笼做出

来，在里面可以蹲坐三四个人打扑克！”

张、钟二人设计好大红灯笼的图纸后，去提请周

恩来批准。周总理在图纸上用铅笔批示“同意”，后

面签署了一个“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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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李大钊、蔡和森等革命先驱多次在《新青

年》上发表文章，呼吁妇女冲破封建礼教，树立自主精

神，争取自身解放。

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女界联合会

也在《新青年》刊发“改造宣言”，明确提出：“要求女子

得入一切学校上学，与男子受同等教育，要求女子有

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从事其他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

男女同工同酬等，其次是帮助成年女子一切言论行为

概不受父母、翁姑或夫的干涉。”

“改造宣言”发布后，蔡和森、李达、向警予等人多

次聚会，研究、探索“妇女运动”的宗旨目标、发展方向

等。经集体讨论，拟出一份关于妇女运动的报告，准

备提交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审议通过了《关于妇女

运动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显示出共产党人对

“妇女运动”的认知已不再局限于男女平等、经济独

立、婚姻自由等具体问题，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

发动、领导妇女在社会阶层、斗争实践、自身解放中提

升地位，发挥能力、实现价值。

根据《决议》要求，中华妇女联合会创办了第一份

机关报《妇女声》，李达、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亲自撰

写、编审解读、宣传《决议》的文章，邵力子、沈泽民、沈

雁冰等知名人士也在《妇女声》多次发表支持《决议》

的稿件。不久，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党组织也相

继创办《妇女周报》《妇女之友》《女星》等报刊。据统

计，1922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妇女报

纸、杂志多达18种，这些报刊导向明确、立场坚定地

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与妇女运动，在唤起妇女觉醒，促

进妇女解放进程中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1922年，上海新闸、闸北一带丝织厂、纺纱厂林

立，有女工10余万，她们每天劳作14～15个小时，还

常常遭受工头的辱骂殴打，女工们个个愤恨满腔，怒

火中烧。向警予就经常深入到女工中间，通俗易懂地

宣讲革命道理和《决议》精神，激励她们团结起来，反

抗欺压。同年8月5日，在向警予的策划、领导下，泰来

丝厂500多名女工率先罢工，要求资本家减少工时、增

加工资、不许打骂。女工的壮举如燎原星火，不到两

天，云成丝厂、丰水纱厂、裕经纺织厂等14家工厂万余

女工纷纷群起罢工。一时间，上海滩风起云涌，支持罢

工斗争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华妇女联合会、华工界协进

会、工商友谊会等9个团体组成“纺织工人后援团”，为

女工们提供经济、物质支持。罢工持续16天，终于迫使

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这是《决议》发出后，中国共

产党领导妇女斗争取得的首次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符

合中国国情的纲领性文件，为妇女运动确立了目标、

指明了方向，极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为推动妇女解

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 周铁钧 据《北京日报》

开国大典天安门大红灯笼的制作开国大典天安门大红灯笼的制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