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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解放入城式何时举行？

解放重庆，是解放大西南的重大战
略决策。1949年11月30日凌晨，负责
接管重庆的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从南岸
渡江进入重庆市中心区，重庆及近郊国
民党军队两个师、江防舰队7艘军舰先
后起义，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的12月1日，有没有举
行入城式呢？一些资料曾把12月1日
解放军部队开进重庆的老照片标注为

“入城式”。“其实，这是一个想当然的误
会。”党史专家、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
副巡视员艾新全对笔者说。

“12月1日解放军进入重庆市中心
的老照片，只是入城而非入城式，这并非
抠字眼，而是尊重历史。”艾新全说，入城
式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要有部队首
长到场，二是要有多兵种协作，三是有一
定规模，才能展示一支军队的气势。当
时之所以没有搞入城式，是因为当天，刘
（伯承）、邓（小平）首长还没到重庆，他们
是12月8日才进驻重庆的。此外，参战
部队11军军长曾绍山、12军军长王近
山、47军军长曹里怀也都没在重庆，谁
来检阅部队呢？艾新全还引用刘、邓首
长12月1日给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文，电
文称：“我三兵团先头部队于昨日（11月
30日）下午解放重庆。守敌西逃。11军
之一个师定今（12月1日）正式入城。”由
此可见，当天是先头部队入城，并非举行
了入城式。

虽然没有及时举行入城式，但仪式
准备工作，却在解放重庆时就开始了。
重庆诗人、二野12军老兵邹雨林，当时
是12军政治部美术新闻队（简称“美术
队”）战士，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们12
月1日到达土桥宿营，2日就地休整一
天，准备入城。3日上午，我们从海棠溪

渡江，在储奇门上岸
直去军政治部所在
地嘉陵新村……文
工团、美术队立即
投入到解放重庆
入城式的紧张筹

备 之 中

……美术队根据上级指示，必须赶在元
旦入城式之前，画好巨幅领袖头像。”

不难看出，部队当时已决定于1950
年元旦举行规模盛大的入城式。

2巨幅领袖画像作者是谁？

亲历过入城式的邹雨林，曾用细腻
笔触记录了当时的场景：“1950年1月1
日，市中心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隆重庄
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入城式
开始了，两江环抱的历史文化名城重
庆，喜气洋溢、万人空巷。盛大游行的
最前列是12军文工团的百面红旗队、
百人腰鼓队，由两辆吉普车牵引、有八
名美术队员护卫的巨幅毛主席、朱总司

令画像徐徐向前。巨像后面是雄
壮昂扬的军乐队……后面跟着百
人秧歌队。这些队伍后面，就是二
野三兵团和各军首长的检阅车队，
以及步伐整齐的经历南征北战、进
军西南的威武之师。入城式游行队
伍所经街道两旁，挤满了列队欢迎的
重庆各界人士，欢声如潮，掌声雷
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
响彻山城的天空。”

史料记载，盛大的入城式和群众
游行结束后，两幅领袖画像由重庆

电力工人悬挂在了市中心纪功碑广场的
碑上（即现在的解放碑，1950年9月改名
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由刘伯承题写）。

入城式当天，在解放碑广场举行了
十万军民参加的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刘
伯承在大会讲话中宣告：“西南解放，是
在全国总胜利的局面下，在大陆上最后
一次大胜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诺
兰在重庆商定的大陆上作最后挣扎的一
套阴谋，已被我军的伟大胜利完全粉
碎!”这里提到的诺兰，即当时的美国参
议员，他曾给蒋介石“托底”：只要蒋在西
南坚守三至六月，美国将有大动作（指朝
鲜战争）。足见重庆及西南解放的重要
战略意义。

作为入城式队伍中最显眼的标识
——巨幅领袖像，在重庆刚刚解放后就
已开始准备。鲜为人知的是，两幅领袖
像的作者，都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中国
美术学院前身，抗战时迁至重庆）。

其中，毛主席画像作者是陈晓曦，四
川内江人，与国画大师张大千同乡。
1942年考入北碚的重庆师范学校美术
科，1946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三年制油
画专业，师从林风眠、关良等艺术大师。
1949年6月，陈晓曦毕业后加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被编入二野三兵团12军，担
任军文工团研究组织员和美术队队员，
与曹增明等随部队进军大西南。1951
年转入重庆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52年
在全国院系大调整中，转入西南师范学
院图画制图系（现美术学院前身），后曾
任油画教研室主任和创作教研室主任，
1981年病逝。

朱总司令的画像作者是曹增明，江
苏南京人，曾师从美术教育家、中国第一
代油画开拓者吴大羽先生，与大师吴冠
中、赵无极等师出同门。我国著名军旅
画家，2003年病逝。

3两幅巨画是怎样完成的？

2024年 11月的一天，为了解重庆
解放入城式领袖像背后的故事，笔者专
门采访了陈晓曦的儿子陈乐和女儿陈
巧，同时查阅了多篇回忆文章，还原了两
位年轻画家当年绘制领袖画像的过程。

1949年12月上旬，12军宣传部副
部长柯岗（著名军旅作家，《刘伯承传》作
者）向文工团和美术队下达有关入城式的
工作指示，决定由陈晓曦、曹增明分别绘制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两人均为绘画科
班出身，在二野进军湖北荆州沙市时，曾奉
命照着黑白照片画过领袖像，有基础和经
验，是承担此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美术队队长王建民亲自指导搭建绘
画的脚手架，共四层，靠在文工团大门外
楼房的一侧，颇为壮观。画布用的是比
帆布稍薄的棉布，画像高2丈4尺、宽2
丈，仅宽度就用了12幅布。当画布用的
白棉布先由裁缝店镶拼成两大幅，再请

木匠制作内框。绷画布时因面积太大，
美术队和文工团的人都来帮忙，才最终
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画布有了，颜料却是大问题。两位
画家跑了一大圈，全城能买到的颜料还
不够画一幅像。怎么办？如果派人去武
汉或上海购买，往返时间太长，等不起。
两人商量，干脆改用印刷油墨代替。于
是，买回大批油墨，为调制方便，还买来
12个搪瓷脸盆。随后是调制颜料的骨
胶、锌氧粉、松节油等，准备妥当，马上动
手做油画布。

可问题又来了，巨幅领袖画像按黑
白照片放大，第一道程序便是在照片和
画布上打方格，以便下一步准确描绘。
可要在巨大的画布上打格子谈何容易，
到哪里去找这么长的尺子呢？陈晓曦从
木匠师傅那儿得到启发，采用墨斗弹出
线条的办法来解决。文工团戏剧队女战
士谢理前来帮忙，成了两位画家的临时
助手。陈晓曦和谢理原本就认识，这项
浩大工程十几天朝夕相处，更增进了感
情，后来两人结为夫妻，有人开他俩玩笑
说“是领袖为媒”。谢理是山西太原人，
1944年考入当时在青木关的国立音乐
院声乐系，1949年南京解放后参军，进
入12军文工团，1952年调入西南师范
学院音乐系任教，后成为著名声乐教育
家，培养了李丹阳等著名歌手。

12月中旬，重庆正处严寒，身穿棉
军装的陈晓曦和曹增明，登上三层楼高
的脚手架，挥动手中画笔，开始精心绘制
巨幅领袖像。他们站在高高的脚手架
上，面对宽大的画布，只能看到近处局
部，对明暗色彩的衔接看不真切，因而在
绘制时，由别的美术队员在脚手架下协
助看远视效果，大家边看边与架子上的
画家交流，还为他们传递作画的工具材
料。陈晓曦患有气管炎，受寒后常咳嗽
喘气，脖子上围着厚厚的白毛巾，在脚手
架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两人奋战十几
天后，12月25日画像全部完成。下了脚
手架，陈晓曦和曹增明的棉衣沾满了五
颜六色的油墨，入城式前夜，部队专门为
他俩新发了一套军棉服。

随同笔者采访的美术学院退休教授
刘征献回忆说，陈晓曦和他的父亲、油画
家刘一层教授交好，陈晓曦虽身出名门，
却没有一丝架子，为人谦和，低调务实，
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终其一生，却
仅仅出版过一本画册，目前市面上已很
少见到。

采访时，陈乐、陈巧拿出了家中珍藏
的《陈晓曦经典画集》，里面有画家笔下
的北温泉乳花洞、嘉陵江边的渡船、北碚
嘉陵江铁路桥、澄江老街车站、磨滩瀑布
……这些熟悉的场景，让人倍感亲切。

历史已远去，画家也远去，但那值得
纪念的瞬间，却已定格成了永恒。

（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
图片由陈巧提供）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入城式为何1950年1月1日才举行？

入城式巨幅领袖像谁画的入城式巨幅领袖像谁画的？？
□郑劲松

解放碑，最重庆的文化与历史
地标。每到跨年夜，这里都是欢乐
的海洋，人们听着新年的钟声，迎
接新春的到来。

1950年1月1日，这里也是欢
乐的海洋：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
入城仪式，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
们载歌载舞，欢庆重庆解放。行进
在队伍前列的，是高约三层楼的毛
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
……

两幅领袖画像是谁画的？重
庆1949年 11月 30日解放，入城
式为何新年元旦才举行？激动人
心的历史瞬间早已定格，但历史背
后的故事却值得还原。这，也是对
历史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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