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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0月 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句“中国人民从此
站起来了！”为新中国的历史开启了时代新篇。

一年后的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个国庆日。一个
光荣而耀眼的群体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同党和国家领
导人一起观看盛大的阅兵式和游行庆祝。

他们就是在几天前刚刚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
会议的劳模代表们。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他们“是全中华
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
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的祝词，也由此奠定了劳动模范
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极其崇高的荣誉和地位。

超高规格
至高无上的荣誉

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
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取得了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大规

模的恢复经济的建设工作也已开始。
为了表彰部队中的战斗英雄，表扬工人、农民及士兵中

的劳动模范，鼓励全国人民共同效力于解放全部国土，发展
生产，繁荣经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1950年 7月 21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42次会议通过表彰决定，于 9月 25
日在首都同时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与全国工农兵劳
动模范代表会议（由于两次会议同时举行，一些庆祝活动是
战斗英雄代表与劳动模范代表同时参加的，如无特殊情况，
本文将不做详细区分）。

1950年 7月 26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该决定，并号召
“各地应该迅速而认真地进行英雄模范的评选工作”。9月中
旬，被选为模范代表的英模们在各地领导与群众的欢送下，
纷纷踏上了开往首都的列车。

这是一条铺满红毯的荣誉之路：劳模专列所到之处，受
到了当地党政机关领导、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欢送。在北
京前门车站广场上，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
全国性的各人民团体 5000余人齐聚广场，等候着代表们的
专车；中央首长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云、聂荣臻、李立三等
亲自等候迎接英模，并在随后的欢迎大会上先后致辞。

1950年9月25日下午4点，中央人民政府怀仁堂人头攒
动。为期8天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与全国工农兵劳动
模范代表会议分别拉开序幕。在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
会上，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
席出席致贺，张澜副主席的代表章伯钧也一同出席。参加
开幕典礼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林伯渠秘书长，中央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各部、
会、院、署、行首长，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世界民
主青年联盟代表团及其他外宾。朱德总司令代表主席团，
正式宣布大会开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
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致开幕词。

正在这时，毛泽东主席亲自莅临会场。毛主席代表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致祝词，毛主席在祝词中，高度评
价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
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
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党中央的祝词号召大家继续在战斗中
学习，向广大人民学习，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

优异的贡献。毛主席
代表中共中央的祝词
给劳模代表带来莫大
的振奋和鼓舞，也彰显
了劳模这一称号从此
将承载共和国极为崇
高的荣誉。

全国工农兵劳动模
范代表会议的又一重大
特点是会期持续时间
长：在长达 8天的会议
里，刘少奇副主席、人民
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
臻、中央各部门首长等
领导分别作了讲话或报
告。刘少奇副主席在讲
话中表示：新中国让劳
动人民中有天才、有创
造的人才，被重视、被尊
敬起来了。

劳模代表们也纷
纷上台报告工作经验和各地生产情况。先后出席发言的共
有 54人。劳模代表在讲话中纷纷表示：响应中共中央委员
会和毛主席的号召，更虚心地在工作中学习，向广大人民学
习，团结一致，为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强大的经济力量而奋斗。

会议第七天是国庆日，代表们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周年纪念典礼，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盛大的阅兵式。时至
今日，每到国庆阅兵，天安门观礼台上总会出现劳模代表的
身影，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劳模群体的一以贯之的重视。

盛大的国庆纪念过后，劳模大会也迎来了尾声。10月
2日下午，全体代表赴故宫出席本次会议主办的劳动模范
成绩展览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办的战绩展览会联
合举行开幕典礼。晚上 7点，与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联
合举行闭幕典礼。

崇高礼遇
一路献花一路歌

“这次参加全国劳模会，是咱们工人阶级的光荣。过去
咱受尽压迫、剥削，谁把咱工人阶级还当人；有了毛主席和共
产党的领导，咱们工人才有了今天！这次到了北京，要向毛
主席和各位首长问安。一路大伙欢迎、招待，我心里感觉不
安。大伙功劳像大海，我离了大伙什么也难办。”1950年9月
2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全国劳模李永《我对大会的感想》
一文，充分反映出新中国工人阶级地位的历史性转变，以及
劳模所到之处受到社会各界的崇高礼遇。

为了赶赴盛会，自 1950年 9月中旬开始，各地区英模们
纷纷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9月18日下午，集中于沪宁两
个地区的英模们分别出发前往北京。临行前，两地军、政各
界及人民团体设宴招待，举杯庆祝。上海英模自上海北站出
发，南京战斗英雄则于下关渡江自浦口出发，两地人民均敲
打着锣鼓燃起鞭炮欢送。

而从汉口驶向北京的英雄列车上，沿途“真像新年样的热
闹”。每一个重要车站，都响动着欢送的欢呼声和锣鼓声。即
使在静寂的深夜里，也常常看到提着明亮灯笼的欢送人群。

9月 19日下午 4点，西北的英雄模范们动身赴京，即使
漫天大雨，也挡不住欢送的人群，当几辆花车载着全西北
98位英雄模范从市政府开出的时候，欢呼声锣鼓声响成一
片，千万人在向英雄模范们招手。在车站上很短的时间内，
举行了一个欢送会，西北军政委彭德怀主席冒雨赶来参
加。就在前一天，彭德怀才刚刚宴请了各位代表，今天又赶
来欢送，这使得英雄模范们都非常感动。

9月20日，站在全国经济建设最前面的东北劳动模范和
保卫祖国神圣边疆的东北战斗英雄们，齐集沈阳车站向北京
进发了。途经锦州车站，出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在一个不
大的月台前面，十多面红旗迎风招展。锦州的党、政、军、民
代表，向着专列举着千百双手臂，狂呼：“向英模们学习！”当
列车已经走得很远了，还能看见两队红红绿绿的秧歌人向站
台扭来。欢送的人群敲着鼓，拍着掌，一直到看不见列车。

9月 22日下午 4点，中南、西北、西南三大行政区和平
原，山西等省的英模代表到达丰台。差不多就在同时，在
天津会合后的东北、华东、天津代表们的列车也到了，全
中国的工农兵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在丰台胜利地会师
了。这是空前的欢欣大会！欢迎的人们拥挤在丰台的第

二号站台上，敲锣、打鼓、唱歌，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争着
去认他们景仰的英雄模范。

一个小时后，各地区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的代表们，同乘“毛泽东号”专车，从丰台站抵达北京前门车
站。欢迎大会随即举行。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毛泽东号”列
车拉着全国各路的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从丰台进入北京车
站的时候，喧天的军乐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

到站欢迎的人群前列，站着中央人民政府各单位军政首
长和各人民团体代表，他们欢欣鼓舞地欢迎载着英雄模范
的列车到达首都。车站外面的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举着
数不清的红旗，尽力挥动手臂，迎接着英雄模范们的到来。

会议期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纪
念。代表们受邀参加纪念典礼。9月 30日下午，全体代表
赴中山公园，听取周恩来总理作的政治报告《为巩固与发展
人民的胜利而奋斗！》，并应邀参加庆祝国庆纪念晚会。纪
念晚会上，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劳模代表为了新中
国一齐干杯，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片。

10月2日晚7点，会议正式闭幕。然而，代表们并没有立
即离京，而是分赴各机关团体和学校，有的出席座谈，有的应
邀演讲。

10 月 6 日晚上 7 时，政务院在中山公园举行欢送晚
会，周恩来总理致欢送词，并代表政务院赠送纪念章。周
总理勉励代表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后，要保持既得到
的荣誉，还要起到带头作用、骨干力量，带领群众建设新
中国。各地劳模代表在离京后，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一系
列宣传贯彻工作，进一步调动了各族群众的建设热情。

影响深远
历史之声久久回荡

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劳模大会是在“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
取得了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和“大规模的恢复经济的建设
工作业已开始”的背景下召开的，既是对那些在革命与生产
建设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与牺牲的优秀分子的首次全国性的
表彰与奖励大会，也是一场盛大的政治检阅与革命总结活
动，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特征与承前启后的时代意义。

1950年召开的首届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首
次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这届
劳模表彰大会自始至终凸显的主旨，就是弘扬和宣传新的
革命英雄主义，突出了英模群体在国家建设中的特殊作
用。以后历次表彰的英模们在国家建设中都扮演着极其重
要的角色，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主人翁
的责任感和艰苦创业精神，体现了忘我的劳动热情和无私
奉献精神，体现了强烈的开拓创新和锐意进取精神，体现了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

由于 1950年全国劳模大会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生政权的胜利而召开的。因此，大会宣扬了男女平等、民
族平等的新思想，彰显了新社会制度下崇拜和学习革命英
雄、尊崇和重视劳动者的新思想新理念。参加大会的 464
名劳模代表，正式代表 350人，列席代表 114人。其中，妇女
劳模 39人，占劳模代表的 8%。可以说，首届女劳模对传统
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和歧视妇女的话语形成了强有力的冲
击，促进了传统性别文化和观念的改变。

以 1950年的全国劳模大会为契机，英模的评选和表彰
活动逐渐程序化和制度化，为以后逐步形成英模表彰活动
的制度化、常态化打下了基础。1956年 4月 30日至 5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9年10月25
日至 11月 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群英会；1960年 6月 1至
11日，全国文教群英会在北京开幕。自此以后，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不同层次的劳模评选活动，劳模表彰进一步常态化、
制度化、规范化，当选劳模、学习劳模成为激励和鼓舞一代
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1977年至 197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连续五次召开大会表彰劳模。1989年，全国劳动模
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首次举行。之后逐步形成惯
例，公历年份尾数逢“0”和“5”即每五年表彰一次，每次表
彰 3000人左右，并且设立“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
作者”两个荣誉称号。

新中国首届劳模大会为我国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提
供了极为重要的样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70
年过去了，回眸那段永不褪色的珍贵记忆，至今尚使人心
潮澎湃。在中华民族正在向着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力攀
登的时刻，新中国首批劳模的伟岸身影，将始终镌刻在人
们的心头。 □金海鸥

忆秦娥·庚子冬大风而作
□春草

寒风冽，萧萧长谷人踪灭。人踪灭，喇叭
声咽，佳人瑟瑟。

墙角腊梅独婀娜，旷野空空冰河默。冰河
默，且看春晓，花漫川阔。

探寻新中国首届全国劳模大会
回眸那段永不褪色的珍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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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宋关中大儒张载的千年诞辰。
张载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勇于“造

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横渠四句”流传千
古。张载不仅精思过人，且注重“外王”实
践，以“躬行礼教”倡道关中。在哲学方面，
他首重《周易》，其代表作《正蒙》就是在《易
传》基础上写成的，其中表述了以“气”为基
础的宇宙论和本体论思想。从“气”论出
发，张载构建了他的哲学体系：在人性论方
面，他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范
畴，较好地处理了先秦以来儒家关于人性
善恶的争辩；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了“见
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分；在工夫论方
面，他提出了“心统性情”“变化气质”等重
要命题；在人生论方面，他提出了“民胞物
与”的理想和使命，把天地人有机地统一起
来，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张载哲学体系建构，正是循着这一思路
和顺序展开的。“横渠四句”第一句“为天地立
心”，实质说的正是在佛道二教形上学挑战下
必须确立起儒家宇宙本体论的任务。

张载是当时批判佛道思想的主要代表人
物之一，他站在自己的哲学立场上，从宇宙本
体论的高度批判了佛道二教，其批判的水平
大大超过了前人。比如，对于道家的“虚能生
气”，他指出，“虚”是“气”存在的本然形态，

“虚能生气”的生成论把体（虚）与用（气）打成
了两橛，造成“体用殊绝”，本体与现象两者无
法并存、统一，所以就无法解释“虚无穷，气有
限”的现象，结果只能归结为“有生于无”。此
外，“气”的每一种有规定的形态都是暂时的、
有限的，有“聚”必有“散”，只有作为本体的

“太虚”才具超越性，是永恒的，因此所谓“物
而不化”的“长生”也是虚妄的。又如，对于佛教的“万象为
太虚中所见之物”，他指出，这是只“略知体虚空为性”，而

“不知本天道为用”，主观上想“免昼夜、阴阳之累”，从而“直
语太虚”，不知本体还须发用流行，否则就是有体无用。这
种“空观”是“以心法起灭天地”，只认“真际”（本体）而否认

“实际”（现象），进而“诬世界乾坤为幻化”。这是“体用殊
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结果只能是“物与虚不相资，形自
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正是通过对“太虚即
气”的阐发，张载批判了佛道二教的“空”“无”观点。

张载哲学最终的落脚点在其《西铭》的“民胞物与”上：“乾
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
没，吾宁也。”这就真正回到了中国哲学文化的根上，整个宇宙
是“气”的大化流行，所以是万物一体。张载用他的“气”论，把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新的哲学架构下统一
了起来。再进一步言，张载的《西铭》突破了佛教提出的“向
死而生”的理论，佛教认为人总是要走向死亡的，最后一切都
是空的。《西铭》的结语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我就
好好干，死了，我问心无愧。死后呢？按《周易》气之“生生不
息”理论，就像寓言“愚公移山”中说的，“子子孙孙无穷匮
也”。中国人把这种不朽的言说转成“三不朽”理论——在此
世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说，张载哲学这个环节在中国思想
发展演变史上非常重要。 □徐洪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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