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叁 入选入选

壹

2019年9月20日 星期五 责编：苏艳红10 博览·旧闻

■人物

延伸阅读

““
国旗的设计灵感来自那首歌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不是艺术家，也不从事美术设计，爱国激情成
就了设计

“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
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
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
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
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
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国旗
的设计者曾联松(1917～1999)
是浙江瑞安人，他只是新中国
成立时，满怀激动的亿万群众
中的普通人。

1949年7月，响应全国政
协筹备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号
召，设计了五星红旗图案。

国旗设计者
曾联松

←曾联松设计的
国旗图案。在政协编
印的《国旗图案参考
资料》中，五星红旗图
案原列第 32 号。最
终版本有部分修改：
去掉了大星中的镰刀
锤头，使图案简化，并
精简了原说明中的部
分内容。

新华社资料图

曾联松收到的来函档案照。

1949 年 11 月 15 日，新华
社曾播发相关文章对国旗图案
统一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
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
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
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
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
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
正对大星的中心，这表示围绕
一个中心的团结，在形式上呈
紧凑美观。

国旗图案说明

“五星红
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
么响亮……”

当您听到、唱起这首歌时，或
者当您面对国旗时，有没有想
过：国旗的设计者是谁？是怎
么设计出来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国旗的
诞生过程。

曾联松与国旗合影曾联松与国旗合影。。

■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选定
国徽的工作纳入筹备开国大典的重要
议程。但是，作为国家的标志之一，国
徽却未能与共和国同步诞生。

开国大典之前，国徽图案的征稿
工作与国旗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征稿同
时进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
备会发布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
歌词谱启事》中，明确提出了对国徽设
计的要求：“（甲）中国特征；（乙）政权
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1949 年 8 月 5 日，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 6 小组决定聘请徐悲鸿、梁
思成、艾青 3 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
委员会顾问。

截至8月20日，共收到应征国徽
图案稿件112件，各种图900余幅。其
中有清华大学营建系的10个方案，有
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
著名教授及政协工作人员钟灵的方
案。但征稿国徽图案与国旗图案相
比，不仅数量上悬殊，而且在构思上也
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大多数应征者把

“国徽”想象或设计为普通的证章或是
纪念章，难以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国徽的要求。政协委员对国徽图案所
应包含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也存在一些
分歧，影响着国徽的征稿选定。

8 月 24 日，第 6 小组开始讨论国
徽应征图稿。大家认为“收到的作品
太少，且也无可采用者”。最后的意见
是“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
再行提请决定”。

9 月初，毛泽东看到征集的国徽
设计图案后，也认为不够理想，并谈了
自己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
农联盟，但在国徽上应当表明。”9 月
14日，第6小组传达了毛泽东对国旗、
国徽设计的意见，为国旗、国徽基本样
式的设计，确立了一个带有方向性的
重要标准。

9月25日，张仃、钟灵提出了5个
与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说明书
写道：“齿轮、嘉禾的结合，代表工农
联盟。”“衬景及五角红星，代表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及
共产主义的光芒普照全球。”“地球上
面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表现了我国
特征——地域辽阔广大。”本文为叙
述方便，将这一方案称为第一基本
稿，创意在于：后定型于国徽上的齿
轮、嘉禾结合和五角星。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对国徽应征
图稿仍不满意。毛泽东也感到这件事
不能急，他说：“国旗已经决定了，国徽
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仍继续
设计，等将来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去决
定。”经过酝酿，与会者一致同意国徽
图案暂不提交政协大会讨论，留待将
来由中央人民政府确定。大会主席团
最后议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
案。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
出的国徽图案，也被要求修改并参加
复选。本文将此称为第二基本稿，创
意在于：后定型于国徽上的天安门和
五角星的基本定位。

9 月 27 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
歌词谱4个决议案。应征的国徽方案
虽经多次评选，仍没有一案能令委员
们满意，也就未能被采纳，国徽方案只
好暂缺。

这样，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历史
镜头中的天安门城楼上没有出现国
徽。 据新华每日电讯、《新民晚报》

开国大典
为何没有出现国徽

1949年，《人民日报》刊登的公开征
集国旗方案的消息。

贰 创作创作

1949年的夏天，曾联松在上海现代经
济通讯社做秘书工作。上海解放后不久，

《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
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启事。

曾联松仔细读了几遍：“祖国新生，群
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据家人回忆，那段时间，他下班以后天
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
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五次地催促才肯下
来，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年幼
的儿子都对妈妈说，要不要带爸爸去看病。

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讲，要短时间内拿
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曾联松在回忆时
说道：“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
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
涂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条
例中对国旗图案的四项要求，他几乎倒背如
流：第一，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历史、

民族、文化等；第二，要有政权特征，工人
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第三，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之比是三比
二；第四，色彩以红色为主。

怎样在国旗设计中准确而全面地体现上
述要求呢？他一下子还找不到突破口。

废寝忘食废寝忘食 家人以为他病了家人以为他病了

贰 创作创作

冥思苦想，终于有一日，一阵委
婉深情的沪剧唱腔从窗外飘来：“盼星
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

“星星，星星……”曾联松反复
默念，突然找到了灵感：当年红军帽
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
命的标志，作为国旗的主体，不是很
有意义吗？

经过十多天的绘图设计，他拿
出初稿：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
颗小星环绕于后，象征众星拱北
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
地环绕在党的周围。他还把五角星
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
旗面红色相协调，也表达了中华儿
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
确定五颗金星恰当位置。他曾设想把
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
星的四周。这样，视之端庄，但天地
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有一
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
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
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
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
民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
围这一特征，曾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
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
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

灵灵感来自感来自““盼星星盼星星，，盼月亮盼月亮，，
盼来了中国共产党……盼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 10月 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了
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曾联松并不确定这
面五星红旗和自己的投稿有无关系。

“图案画稿完成后，我将它小心翼翼地装入
信套，立即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此时已是8月
中旬。不久，我被组织上安排到华东供销合作社
事业管理局去工作。及至五星红旗先在天安门，
相继在全国各地升起，我心里既激动又惊诧，激
动的是这个图案算不算是我设计的，我一无所
知，也无法判断。”

“1950 年 9 月，我因公赴京开会。会议期
间，全国政协派人来找我，询问国旗设计情况。
我如实介绍了当时的构思和投稿日期。不日，收
到了国庆一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 97

号’。”
11月 1日，曾

联松突然接到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办
公厅来函，打开一
看是1137号文，上
书：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业
已采用。兹赠送人
民政协纪念刊一
册，人民币五百万
元，分别交邮局和
人民银行寄上，作
为酬谢你对国家的
贡献，并致深切的
敬意。

获赠纪念刊一册获赠纪念刊一册
和当时的人民币和当时的人民币““五百万元五百万元””

构思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