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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那些红彤彤的国庆记忆忆

从单一到丰富

盛世有华服，太平舞霓裳。服

饰历来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

个时代最鲜活最生动的形象记

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旗袍，六

七十年代的中山装、解放鞋，70年

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的确良”，改

革开放后的“奇装异服”，到如今全

球服装奢侈品牌流行的中国风

……新中国服饰的演变史，就是一

部写在人民身上的新中国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史。

从吃饱到饮食文化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谈

起新中国成立61年来的生活变化，

老百姓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自家餐

桌的变化。从建国初期的吃糠咽

菜、有啥吃啥，到计划经济时代，物

品奇缺，求大于供，只能采取凭证

分配的办法。那时，中国人有了粮

票才能在街上买吃的。再到现如

今吃啥有啥，无论你身在都市，还

是居住乡间，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能

令你品味出：经济的迅速发展正逐

步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惯，由原来

的饱餐型转向营养型、新鲜型、简

便型，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好。

从家徒四壁到精致装修

住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对

象。过去，在农村人们都自己用砖

自己盖，盖好了只涂上一层白灰。

家里空荡荡的。只有床睡觉，吃饭

的桌子就是写作业的桌子，家中除

了必备的用具外什么也没有。你

看，今天一栋栋居民楼拔地而起，

人们住上了舒适的房子，家中的装

修更是华美，精致。家具更是五花

八门，现代的，欧洲的，古典的，原

木的……即使在农村，人们也盖上

了小洋楼，家里的装修一点也不比

城市差。

从无路到高速

61年跨越，61年辉煌。一条条

土路变成高速公路，逐渐成网；一

条条高速铁路在城市间架起，缩短

着时空距离；一条条国内、国际航

线散射到世界各个角落；一艘艘中

国巨轮遨游在四大洋，货物通达五

洲。经过61年建设，中国从无路，

到有路，再到走得顺畅、便捷，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61 年的国庆，是喜悦，是骄

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庆故

事。本期，我们采访的人中有曾经

历过建国初期的国庆游行，有在去

年60周年国庆阅兵的亲历者，有作

家，有诗人，他们都有着难忘的国

庆故事，在这里说出，是想与读者

们共同分享。

其实，如果你的每个国庆过得

平平淡淡，那也没关系，因为在祖

国生日的时候，你肯定会献上对她

的祝福。

张亚琴/文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 年的

10月l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

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

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

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

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

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

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

那么 10 月 1 日的国庆又是怎么

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

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

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

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

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

政府决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

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

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

10 月 1 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

欢庆的节日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国庆的庆祝形式曾几经变

化。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9

年），每年的国庆都举行大型庆典活

动，同时举行阅兵。1960 年 9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勤俭建国的方

针，决定改革国庆制度。此后，自

1960 年至 1970 年，每年的国庆均在

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群众游

行活动，但未举行阅兵。

1971年至1983年，每年的10月1

日，北京都以大型的游园联欢活动等

其他形式庆祝国庆，未进行群众游

行。1984年，国庆35周年，举行了盛

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庆祝游行。在

此后的十几年间，均采用其他形式庆

祝国庆，未再举行国庆阅兵式和群众

庆祝游行。1999年10月1日，国庆50

周年，举行了盛大国庆阅兵和群众庆

祝游行。2009年10月1日，正逢祖国

60华诞，一场展现时代风采的阅兵盛

典，让全世界再一次见证了中国的强

大。 张亚琴/整理

国庆节的由来

转眼间，又到国庆。

每年，人们盼望着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不仅仅只是七天长假的到来，它的含义，因为那些伤

痛的过往和辉煌的今天有了更厚重的因素。

61年岁月峥嵘，61年沧海桑田。从城市到农村，从东部到西部，从衣食住行到文体娱乐，我们的

生活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得幼时，国庆只有一天假

期，但我们仍然高兴，因为可以不

用上学，父母带着出去逛公园，下

馆子。有一年，国庆节是在乡下大

伯家度过的。和邻近的小伙伴们

满山疯跑，那种无忧无虑的岁月，

连现在回忆起来的快乐都觉得是

奢侈的，那种单纯的童乐，已经找

不回来了。

那时，经常和母亲埋怨，为什

么国庆节不多放几天假？一天玩

起来不过瘾，就又要背上书包了！

话是这样说的，但是第二天的我，

又翘首明年国庆节的到来。

说起国庆节的印象，最深的就

是县政府大门上悬挂的大红灯笼

和房顶上飘扬的彩旗，灯笼印着

“欢庆国庆”的金字，到夜晚会被点

亮，红彤彤的，煞是好看，总感觉像

过年一样喜庆。

真正感受到国庆节的意义，是

11年前的国庆节。那是1999年新

中国五十周年国庆，当时我刚参加

工作不久。国庆当天的阅兵仪式，

相信给许多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到了身为中

国人的自豪。

记忆中的红灯笼

我们的生活悄悄改变

当时，工厂常用生产“报捷”的

形式，向国庆节献礼

早年的地方国庆节游行

1949年阅兵式

1999年阅兵式

孩子们的笑脸显示了今天的

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