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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东经116&deg;23&prime;17&Prime;，北纬39&deg;54&prime;27&Prime;
的地方，有一座宏伟巍峨的建筑，她就是人民大会堂。
与共和国命运相关的无数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带有神圣和神秘色彩的厅堂之内。
　　人民大会堂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神圣殿堂。
　　如果把新中国比喻成一棵参天大树的话，人民大会堂刻载着共和国这棵大树的政治年轮。
从她诞生那一天起，这座凝聚了中国人民智慧和创造力量的宏伟建筑，就成了中国重要的政治活动场
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活动中心。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执政、参政、议政的机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各种会
议，酝酿和制定一系列关系中国命运的方针、政策，凝聚了国家和人民的愿望，诞生了人民中国发展
进程中一个又一个重大决策，记载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进程中艰难的、反思的、改革的历史。
　　人民大会堂是中国政治活动的舞台。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执政党，是这个舞台的主要角色。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毛泽东环视位于杨家岭山沟中那个只能容三
四百人简陋的中央大礼堂，曾发出豪言：&ldquo;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要建一座能容纳万人的大礼堂
！
&rdquo;　　中国革命胜利10年后，在国庆10周年大典前夕，一座能容纳万人的大礼堂奇迹般的屹立在
天安门广场上！
仅10个月就竣工的人民大会堂，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
以后的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以及重要的国事访问都在这里进行。
几乎每时每刻，北京人民大会堂都成为无数镜头的焦点。
　　如今的人们不能不承认，20世纪50年代时北京的十大建筑，特别是头号建筑人民大会堂，可以说
完全是以政治为背景所产生的结果。
已故的著名建筑大师、人民大会堂总建筑师张先生曾回忆道：当时中国的&ldquo;大跃进&rdquo;之风
已经鼓动起来，而中苏关系却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自夸其&ldquo;土豆烧牛肉&rdquo;式的共产主义
同时，大肆攻击中国的&ldquo;大跃进&rdquo;搞糟了，&ldquo;穷得没有裤子穿&rdquo;。
因此，当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要搞几项经典工程，向世界证实中国的新面貌
及实力。
　　在&ldquo;大跃进&rdquo;刚刚开始的1958年9月初，党中央便决定在北京建十大建筑。
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中规模最大，内容最复杂，要求最高的建筑之一。
建成后的人民大会堂不仅将作为国内高层政治活动的中心，而且它还将成为国家领导人接见宴请各国
贵宾的场所。
为此，全国人民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
希望它无论从内部功能布局，到外部建筑形象都既要能反映出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又要能体现解放
了的中国人民具有扭转乾坤，振兴祖国的英雄气概；既要反映10年来建设事业的光辉成就，又要集中
体现出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灿烂和艺术的辉煌。
　　经过集全国优秀建筑人才的努力，这座堪称世界第一礼堂的大会堂于1959年9月竣工。
它坐西朝东，南北长336米，东西宽206米，高46。
5米，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
建筑平面呈&ldquo;山&rdquo;字形，两翼略低，中部稍高，四面开门。
外表为浅黄色花岗岩，上有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屋檐，下有5米高的花岗岩基座，周围环列有134根圆形
廊柱。
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兼备西洋现代建筑技术。
它的正门柱直径2米，高25米，四面门前有5米高的花岗岩台阶。
　　令当时国人自豪的是，人民大会堂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施工，在10个月内建成。
建筑风格庄严雄伟，壮丽典雅，富有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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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设施齐全，有声、光、温控制和自动消防报警、灭火等现代化设施。
建筑主要由3部分组成：中部为可容纳万人开会的大礼堂，北部为可设5，000坐席的宴会厅，南部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
　　人民大会堂落成后，马上用于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最早迎来的客人恰恰是赫鲁
晓夫等外宾。
看到这个远超过苏联任何礼堂的建筑，那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当时怎么也不相信这是10个月内修建起
来的。
　　人民大会堂内，有两幅名为《迎客松》的画，一幅是取材于黄山的巨幅国画，悬挂在大会堂正门
；另一幅是铁画《迎客松》，摆放在大会堂贵宾接待厅内。
这也许寓示出中华民族好客和开放的一面。
　　人民大会堂也是中国联系世界的纽带，见证了中国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的过程。
　　人民大会堂并不是一座冰冷的建筑，她是有生命的，首先又是政治生命。
　　在这座建筑落成后，便为共和国的领导人准备了房间，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许多高层会议也在
这里面召开。
这里面有国家走向繁荣的辉煌，却也有着林彪、江青等野心家留下的阴谋。
共和国发展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也都曾聚集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之内。
　　在人民大会堂内，也并非都是无休无止的会议，她本身有着靓丽而纷繁的色彩。
　　几十年旧事俱往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同样吹进了人民大会堂，那里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1980年，大会堂正式对游人开放，平民百姓只要花两角钱购票，就可以进入过去只有少数人能涉足，
自己只能在电影上看到的这座华丽殿堂。
　　此后，除了每年召开&ldquo;两会&rdquo;（人大、政协）这类庄严的政治活动，人民大会堂也经
常有诸多娱乐性活动。
自从1986年前世界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独唱音乐会以后，人民大会堂就成了许多歌
唱家向往登台的特别剧场，歌声从这里飞向四海&hellip;&hellip;　　2000年，人民大会堂已进行了建
成40周年后的首次大修，内部装饰焕然一新。
2001年8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悬挂了近半个世纪的木制国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一个全新的钢结构
国徽取而代之，新的钢结构国徽，外面是全铜板，不会被腐蚀生锈掉漆。
新国徽与木制国徽等大，最大处直径为6。
3米，重1吨多。
它的表面部分贴的是金箔，红色部分用的是汽车漆，这也是人民大会堂首次更换国徽。
　　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潮流中，人民大会堂内举行的民间活动越来越多。
除了艺术展、摄影展、个人承办的招待会，中华龙凤呈祥民族青年婚礼大典也在这里举行。
北京市旅游局还在大厅内举行对赴京游客的接待晚宴，交费者即可参加&hellip;&hellip;　　如今的人民
大会堂，更加贴近人民！
　　抚今忆昔，随着政治日益透明化，人们对大会堂以往的神秘感却又增加了兴趣，当年多少大型国
宴在这里举行，谁能说餐桌上面没有政治？
　　在那礼堂的掌声中，又曾掺杂着多少泪水？
　　翻开这部书，里面会将这一切娓娓道来&mdash;&m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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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东经116°23′17″，北纬39°54′27″的地方，有一座宏伟巍峨的建筑
，她就是人民大会堂。
与共和国命运相关的无数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带有神圣和神秘色彩的厅堂之内。
    人民大会堂不仅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神圣殿堂，还是中国联系世界的纽带，见证了中国打开国门
、拥抱世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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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堂的面积超过故宫，能抗8级地震　　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手法，让大会堂“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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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可以装下整座天安门城楼　　周恩来的骨灰，在台湾厅放了一夜　　大会堂开
放初期，门票只需花两角钱　　上海人给大会堂国宴厅“伤筋动骨”　　“门户之争”与24K金箔
和300斤鸭蛋　　80万颗珠子和秋香色窗帘， 显示了上海人的精明　报告之四　人民大会堂成为举行
重大活动的舞台　　大会堂建成之前，决定国家大事的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人大二届二次
会议，首次使用人民大会堂　　“给资本家延长利息”　　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上，首次提出“四化”
　　大会堂里产生的分歧，表现在如何看待“四清”问题　　四届全国人大前后，达到白热化的“组
阁之争”　　周恩来在大会堂对外宾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　报告之五　7，000多党的各级干部，在大会堂度过1962年春节　　“七千人大会”与“15年赶超
英国”的设想　　“早晨吃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馒头”　　大会堂里，中央的报告有“口头”和“书
面”两个版本　　毛泽东给代表们讲了“霸王别姬”的故事　　两位领导人的分歧下卷　报告之六　
人民大会堂在“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中　　勇敢的陈少敏　　河北厅里通过了《五一六通知》　　林
彪住进了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大会堂北京厅里，两位领袖的谈话无人知晓　　“开个万人大会，坐
满人民大会堂”　　毛泽东查觉林彪集团的阴谋　报告之七　大会堂东大厅，“小球”终于转动了“
大球”　　福建厅里，外交家应对意外出现的转机　　尼克松巧用毛泽东诗词　　基辛格领教了强中
自有强中手　　“添麻烦”的樱花　　安徽厅里，中日首脑打了一场政治“乒乓球”　　“只握手，
不拥抱”　　“开辟了龙熊共舞的新纪元”　报告之八　大会堂的见证　　特殊时刻召开的十大　　
大会堂主席台的灯光，照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上山下乡运动”与人民大会堂　　“两个凡是
”引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丧失工作能力的老人，淡出大会堂的舞台　　“‘三种人’一个也
不能提拔！
”　　新疆厅内，55岁以下的中央委员集体亮相　报告之九　一个短暂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崛
起　　华国锋与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悬挂　　首次公开财政赤字，宪法中删去“四大”　　新的“统帅
”，在人民大会堂就位　　浪潮中的“弄潮儿”与路上的“清道夫”　　“76岁不留，71岁不进”　
　台湾代表黄顺兴和1，079张反对、弃权票　　国务院万言良策，人代会一锤定音　报告之十　福建
厅，“铁娘子”遇到“钢铁公司老板”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的3分钟　　港澳人士最担心中央的
“如来神掌”　　新疆厅，撒切尔夫人向邓颖超献上一束鲜花　　邓小平智破“三脚凳”　　西大厅
，撒切尔夫人操起了中国产的英雄金笔　　最高规格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从人民大会堂出发　报告之十
一　人民大会堂珍闻录　　国宴大有学问　　国宴上的共和国领袖众生像　　每人5元钱标准的国庆
酒会　　末代皇帝溥仪来到北京厅　　“末代总统”李宗仁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邓小平重新站在“
权力的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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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摧枯拉朽之势，建立新的全国政权已经水到渠成。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新政府的权力核心具体设在什么位置？
成了萦绕在中共领袖脑海之中挥之不去的焦点。
　　动身这一天的早晨，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有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ldquo;今
天是进京的日子。
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李自成进北平，到北平他们就变了。
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rdquo;　　新陈代谢，以新生的人民政权取代旧政权，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摧毁一个旧制度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那么一个新生的政权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人民的面前
呢？
　　01/　　新政府是人民的，新建大礼堂是&ldquo;人民大会堂&rdquo;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
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北平。
　　毛泽东是乘火车到达北平的清华园火车站的。
迎接毛泽东到来的现场气氛颇为热烈，但掩饰不住经过连年战争之后，北平城内萧条破败的景象。
　　&ldquo;31年，快31年了啊！
&rdquo;　　毛泽东凝望着北平昏黄而又惨淡的古都，喃喃地说到。
　　毛泽东对北平并不陌生，从他第一次来北京，到此时已经快31年了。
　　毛泽东清清楚楚的记着到达北京的这一天：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时年25岁。
　　那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正在网罗人才，以期作为改革社会的栋梁之才。
毛泽东被朋友蔡和森和师长杨济昌举荐，来北京大学。
　　从湖南长沙乘火车来到北京，一路奔波辛苦劳顿之意在所难免，然而，惊异的是，在路上，毛泽
东连脚上的鞋子都被小偷偷走了。
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就住在离北京大学不远处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的北方大土炕上。
经杨济昌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负责报刊和阅览人员的登记工作，月薪8块银圆。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教益，这对毛泽东后来成为革命领
袖，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31年过去了。
　　此时的北京，已经是物是人非，毛泽东感到大有翻天覆地之感。
　　首都，必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必然是权利中枢的所在地。
　　新中国定都北平，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深思熟虑的。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ldquo;九月会议&rdquo;，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
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想法，逐渐地明晰起来。
　　北京，不但在中国统一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也在中国革命进程上起过先导作用。
1919年爆发的&ldquo;五四运动&rdquo;，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北京成了革命的
发祥地。
　　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却要把人民的政权定在北平。
　　对此，他曾明确讲过：　　&ldquo;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
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rdquo;　　为此，毛泽东曾指示在华北作战的徐向前：&ldquo;最好北平不要打！
&rdquo;　　不打北平，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完整地保存北平，将来留做人民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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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果然按照毛泽东所愿，国民党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
，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
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所有名胜古迹，都得到了保护，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一切正常。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考虑。
　　毛泽东就未来新政权选定首都的事，专门征询过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的意见：　　&ldquo;历朝
皇帝的京城，不外乎西安、开封、南京或北平4个地方。
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rdquo;　　王稼祥早期在苏联留过学，考虑自然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因素。
　　王稼祥认为：&ldquo;定都北平，我认为好处在于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
我们和苏、蒙两国虽然有漫长的陆上国界，但没有战争之忧。
至于石头城南京，虽说有虎踞龙蟠之势，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安全因素不能不考虑。
至于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
所以，我认为北平还是最合适的地方。
&rdquo;　　毛泽东不住地点头，承认王稼祥分析的有条有理。
　　是啊，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但也离不开国际上友好国家
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
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
　　在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问题上，毛泽东还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交换过意见。
　　那是在1949年的1月底，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飞抵石家庄，然后驱车到中共中央所
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毛泽东向米高扬通报情况，说新中国准备建都于北平，苏联老大哥没有持异议。
　　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的计划：&ldquo;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
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rdquo;　　当时许多民主人士也希望把新的国都定在北平。
他们纷纷写信给共产党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要他转告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要与
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人民通过自己推选的代表来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利，首先就要有一个正规而且庄重的议事场所。
巧合的是，在毛泽东这段讲话10年之后的1958年，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开始动工修建的大会堂，正式被
毛泽东定名为&ldquo;人民大会堂&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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