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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十一国庆节”当天，从首都北京到各大城市都要
举行盛大的群众大游行。那些年，两大节的游行
是标志性的庆祝活动，就像现今的央视“春晚”，形
成了一种特殊的节日群众文化。

像我们这样七八十岁年纪的人或亲身参加游
行，或目睹盛况，都是历史的
见证人。

▼1956年成都国庆游行，铁路系统的体的体育健儿
经过皇城坝。

▼1956年成都游行队伍里的川医职工

▼1957年成都
国庆游行彩车
上的川剧演员

2020世纪世纪5050年代初的解放碑年代初的解放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庆市逢“五一”“十一”都要
举行盛大的群众大游行。参加游行者自觉无上荣光，
观看游行的人也乐在其中。节日游行都是上午举行，
而后人们再聚集到公园、剧院、广场等地方，参加各种
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活动。

重庆两大节游行的观礼台设在闹市中心解放碑，
这里是游行队伍必须经过的地方，市领导、贵宾和各
行各业的代表在观礼台上检阅、观看游行。

参加节日游行的人，凌晨三四点就在指定的地
点集结，从邹容路北端临江路即现在的重庆百货
临江商场那儿开始，而后沿着临江路，民生路，中
山一路、二路、三路，一直排到上清寺。另在南
区公园、体育馆等处也有游行队伍集结。每次
游行的参与人数有上万人。不时有骑着摩托
车、佩戴“联络”“指挥”标志的人来往指挥。

游行必经路线两旁，一大早就挤满了
看热闹的市民。

节日游行都是上午10时开始，当高
音大喇叭发出“游行开始”，游行队伍中
顿时鼓乐齐鸣、欢声雷动。

那时候，节日观看大游行是市
民期盼的大事。节日一大早，人们
便身着节日盛装走出家门，赶去
游行队伍必经街道的路口等着
看热闹。遇上下雨天，游行照
常举行，观看游行的群众即使
没带雨具，冒雨也要坚持观
看。为观看游行，市中区（即
今渝中区）各街道群众几乎
全员出动，用万人空巷来
形容也不过分。

无论是“十一”还是
“五一”，游行队伍的一
般顺序是：抬着国徽，
举着红旗的仪仗队
走在最前面；随后
是穿着白衬衣蓝
裤子白球鞋或穿
着花毛衣花裙
子，手捧花束
喊着响亮口
号的男女青
年方队；接

着是抬着各种标
语口号或反映工农业生

产效益、指标牌子、彰显各行各
业工作成绩的巨幅图片或各种模型的

机关干部、教师、纺织工人、机械工人、邮电职
工、大中学生、钢铁工人、铁路工人、煤矿工人，商业
职工、文艺界、农民及街道居民等方队，各个方队都
扎有体现各自行业特点的彩车，行进在各自方队的
前面。

整个游行
最出彩是文艺大队

记忆中，重庆两大节游行队伍中有几个特别能展
现节日气氛，深受群众欢迎的亮点：一是长江航运公
司海员方队的铜管乐队；二是穿插在游行队伍中，由
产业职工、农民、城市居民表演的龙狮舞、秧歌舞、腰
鼓。还有体育大队的艺术体操表演，文艺大队的歌
舞、戏剧、彩车。其中以海员大队、体育大队、文艺大
队的特色最为突出，让人期待，引人瞩目。

海员大队铜管乐队的乐员身着白色海员制服，戴
着白手套，吹奏着擦拭得锃亮的大号、小号、长号、圆
号和长短笛，踩着进行曲节奏行进，神气十足。

体育大队的运动健儿身穿各色运动服，甩开双
臂，迈着矫健的步伐，高喊着“锻炼身体，建设祖国，锻
炼身体，保卫祖国”口号健步行进。体操运动员在行
进中表演艺术体操，充满青春活力。

整个游行中最出彩的当是走在游行队伍后面压
阵的文艺大队。

歌舞团的舞蹈表演，市杂技团的车技、小丑的幽默
表演；川剧团充满乡土特色的川剧锣鼓和变脸表演；越
剧团的戏剧彩车、华丽的戏服和女演员俏丽的扮相；京
剧团的长靠、短打、翻跟斗和美猴王的嬉戏表演；各剧
团的名角，身着色彩缤纷的舞台服装，扮成剧中人物形
象走上街头，站立在游行彩车上亮相，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给观看游行的群众带来阵阵惊喜。

参加节日游行的人，个个精神抖擞，精神焕发。
观看游行的群众兴趣盎然。每当看到游行队伍中有
精彩表演，就热烈地拍巴巴掌，喝彩声、尖叫声此起彼
伏，高潮迭起。

游行队伍一般要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能走完。文
艺大队走最后，便意味着当天的大游行已到尾声。马
路两边拉的警戒线随之解禁撤销，成百上千名兴犹未
尽的观众涌上马路，成为自发组成的编外方队，紧随
在文艺大队的后面，一路追逐至游行终点。这些追随
游行队伍的群众中尤以小朋友和青年人居多，小朋友
欢天喜地又蹦又跳又唱，人人笑逐颜开。

游行结束，满城大街小巷都能看见游行队伍解
散后扛着彩旗、背着锣鼓的人，个个喜气洋洋。如
潮的人群又从大街上涌去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各
大公园参加游园活动，猜灯谜、看表演、品小吃，扭
秧歌……

上小学时
被学校选派参加游行

20 世纪 50年代，我年岁小。重庆解放时仅 3
岁。儿童时期也跟其他小朋友一样被大游行吸引，那
时不像现在有电视直播，重播游行盛况，所以两大节
游行非到路边观看不可。年幼时由妈妈领着或哥哥
陪伴，带上高板凳去看游行。长大后，便随同街坊邻
居的哥哥、姐姐或同学结伴同行。

小学二年级时，我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
成为了班干部，每年两大游行我不再当观众，而是光
荣地被学校选派参加游行了。

学校少先队组织选拔培养我担任少先队鼓号队
的小鼓手，还送我去市少年宫接受鼓手专业培训。从
此，我便以少先队鼓号手的身份参加两大节游行。那
种神圣、光荣、自豪的心情难以言表。每次接到游行
通知，我便心情激动，提前参加市少先队队列操练和
鼓号手集训都特别积极认真。

临到游行的前一天晚上总是兴奋不已，生怕睡过

了头，在床上辗转难眠。凌晨四五点钟，天才麻麻
亮便翻身起床，洗漱完毕便在妈妈的催促下，草草地
吃了早饭，穿上白色短袖衬衫、蓝色短裤，系上红领
巾，佩戴上少先队中队长臂章，迫不及待地奔向集合
地点——解放碑邹容路北端(今临江路465公交车站
处)等候游行开始。

我们集结等候游行的地方，每次都是在邻近府文
庙夫子池的地方，街中间便是府文庙的魁星楼。节日
期间魁星楼下端被大红布包围起来，一来是为了保护
文物，二来是用红色增添几分喜庆。

连续几年参加游行，偶尔也会遇上下雨，候场和
游行我们都冒着雨水，衣裤、队鼓、白色胶鞋几乎都被
淋湿，但队伍中谁都没吭声，更没叫苦，心中默默祈
愿，希望老天爷早早收住雨点。

所幸的是，记忆中每逢这样的雨天，几乎总是在
游行开始不久雨就停止。紧接着便是云开日出，阳光
普照，想来真有点神奇，甚至有点不可思议！难道老
天爷也成全我们顺利游行，跟我们同庆同乐！

参加游行光荣而又神圣，有乐也有苦，得早起集
合候场，有时还要经历雨打、日晒，长途步行，胸前还
要挎上队鼓一路敲打，真是辛苦并快乐着。

青少年时参加节日大游行的那些隆重而欢乐的
场景不时在我眼前浮现，作为一种经历、一种美好的
记忆，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当年的同事
回忆大游行

尽管如此，像我们这些七八十岁曾参加过或观看
过两大节游行的老人对当年的大游行记忆犹新，老伙
伴们聚会闲聊时还时时提起当年大游行的盛况，可谓
津津乐道，感慨万千。

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市越剧团当过演员，至
今和团里的同事保持着联系。每逢五一节、国庆节来
临之际，剧团的邢蓓蓓、周光瑞、骆德荣等老演员常常
在微信群里聊起那些年市越剧团参加五一节、国庆节
大游行的事。

邢蓓蓓说：“那时候各个大节都是我们最忙也最
快乐的时候！五一节是铁定要参加全市大游行的。
我们参加游行，须在凌晨三点起床，文艺界集中到大
众游艺园等候！每次游行，文艺大队最受欢迎，是游
行高潮、最精釆的部分，而我们越剧团的花车也是最
惊艳的。

“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在重庆‘五一节’游行，
我团彩车是梁祝化蝶，周光瑞、冯媛光饰梁山伯和祝
英台，彩车周围用各种鲜花装饰，我们这批青春少女
扮成蝴蝶模样围在梁祝二人身边！

“另一次是1963年，我们在成都演出时还参加了
四川省的‘五一节’游行！我团是《追鱼》一剧为主题
的花车。我们这批同学全扮水族，嫩黄色的灯笼袖上
衣，白色长彩裤，上面茜红色小云肩，下穿嫩绿色短
裙，腰系茜红色大蝴蝶结，服装漂亮极了。花车用蓝
天白云、翻滚的海浪装饰，我团的花车与众不同，大出
风头，彩车前后挤满热情的群众。一路跟随直到终点
还不肯散去！”

周光瑞回忆说，“记得有一年节日，我们扮作红色
娘子军游行，我扮洪常青，胡心福扮瓊花，其余姐妹扮
战士，很神气，很出彩！”

一位财贸系统退休的老干部曾跟我聊起两大节
日游行盛况仍记忆犹新。他告诉我，财贸系统承担的
游行任务繁重。一是节前要抽调职工进行游行演练；
二是提前请工匠精心制作国徽、标语牌等；三是节日
前夜，三点前必须配合有关部门对解放碑周围及游行
沿线的商店全面清场，做好安保工作。

（作者系现代工人报总编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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