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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北京城市建设

[ 作者 ] 陈煦;苏峰 

[ 单位 ]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湘潮 

[ 摘要 ] 平津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对北平做了和平解放与武力解放的两手准备。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进逼北平城郊，截断了敌军

南逃西撤的道路。傅作义部一度负隅顽抗。15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急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

勇：“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为保护名胜古迹和高校，人民解放军不用炮击，与顽抗之敌展开近战

和肉搏。17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并告程、黄的电报中指示：“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

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 关键词 ] 毛泽东;北京城市建设

       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三次电示保护北平名胜古迹和大学校园平津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对北平做了和平解放与武力解放的两手准备。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进逼北平城郊，截断了敌军南逃西撤的道路。傅作义部一度负隅顽抗。15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急电林彪、

罗荣桓、刘亚楼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为保护名胜

古迹和高校，人民解放军不用炮击，与顽抗之敌展开近战和肉搏。17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并告程、黄的电报中指示：“沙河、清

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

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当晚，前线部队两位干部由张奚若教授带领，来到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家，请梁思成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区重要古迹建筑和文物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又电林彪、罗

荣桓、聂荣臻：“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

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

纪律去执行。” 短短1个月内，毛泽东连续三次电示保护学校和文化古迹，足见其对古迹和其他重点建筑保护工作的重视。支持拆除城

墙、发展工业，推进北京城市布局的改变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北平市建设局在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的批准下，开始修复城墙。

1949年9月16日，由阿布拉莫夫为组长的苏联市政专家小组来到北平帮助北平草拟城市规划方案。12月，苏联专家小组在市政会议上提出

建议，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设置政府行政中心区，梁思成当场表示不同意，他主张在旧城的西部新建行政中心，使旧城得到整体保护。 

1953年，由陈占祥、华揽洪分别组织人员编制的甲、乙方案，在有些问题上与党对改造和扩建首都的意见不一致，两个方案均未通过。随

后，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畅观楼小组），聘请苏联专家做指导，修改完成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明确

提出：“将天安门广场加以扩大，东起原东三座门，西起原西三座门，在其周围修建高大楼房作为行政中心。”行政中心区位置的确定，

决定了北京旧城改造的政策。《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第一次，这个第一次也奠定了50多年来

北京城市建设的基调。行政中心区位置的确定、旧城改造的基调一定，整个北京城的改建和扩建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这次城市规划将北京

的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确定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提出要将其建设成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明确提出“三为”的建设总方

针，即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

来了，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北京市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纪念解放一周年时明确提出，变消费城

市为生产城市。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多次强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是北京一切工作的基础。 1953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

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看到工人数量少，问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首都是不是要搬家？”刘仁很受震动。北京市委认为，北京要建

设工业大城市，就要改变城市布局，要体现为中央、生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三为”城市方针，那些有坍塌危险、危及人民生命安全且阻

碍交通、影响生产和工作的古城墙日益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的障碍，由于以古城墙为代表的古建筑存、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北京市一直没



有下定拆除的决心。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毛泽东的话推动了古城墙拆除的进

程。在拆除城墙的过程中，城砖还发挥了填垫坑洼、修浚明沟等作用。现在，我国的综合国力与5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北京的发展也

是一日千里。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演变成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新格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新建卫星城镇同步进

行，但行政中心区固定不变的位置，北京三大产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从“三为”发展到“四个服务”（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

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都是新世纪新北京的城市建设对毛泽东时代首都

城市建设的继承和发展。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动员和参与北京三大水库建设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命脉，而北京缺水，水利建设尤为重

要。毛泽东不仅指示北京市根治了灾难深重的永定河，修建了官厅水库，而且还亲自参与建设十三陵水库和关心密云水库的修建情况。官

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它的修建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1954年4月12日，经过4万多人

两年半的忘我劳动，官厅水库主体工程刚刚完工，毛泽东就到工地视察。他在同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人怕出名

猪怕壮。”教育大家谦虚谨慎继续前进。当他看到工人登着竖井阶梯上上下下很费力时，就关切地对工地负责同志说：“能不能做成电

梯？”毛泽东在官厅水库的5个多小时里，水不喝，饭不吃，一直和工作人员一起视察工地。是年5月底，官厅水库胜利完工，毛泽东欣然

写下了“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工”的题词。北京十三陵水库是一座蓄水81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陪同下，头戴草帽，身穿布衣，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党和

国家领导人不仅参加了义务劳动，询问了工程的进展和水库的基本情况，还欣然为水库和水库建设者题词，毛泽东题写了“十三陵水库”

5个字，刘少奇写了“劳动万岁”，周恩来题写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朱德题写了“移山造海，众志成

城”。这些领导人墨宝如今篆刻在大坝东端的纪念碑上。如今的十三陵水库风景秀丽、轻舟快艇、鱼游禽戏，九龙游乐园古色古香、典雅

别致，水下龙宫更以神奇美景独树一帜，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中外游人到此观光旅游，分享毛泽东亲自劳动、题名的十三陵水库的湖光山色

和人文美景。密云水库是新中国诞生后，我国自行设计、自行修建的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蓄水43.75亿立方米。1958年9月1日开工，经过

20万名水库建设者艰苦奋斗，1960年9月全部建成，工期之短、质量之好、投资之省在水利建设中堪称典范。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怀密

云水库建设，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河北省以及其他省、市、区在人力、物力上给密云水库建设无私援助。在水库建设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到水库工地视察，指导修建工作。水库建成后，当年即拦洪蓄水，成为北京市的重要水源工程。官厅水库、

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是新中国初期自行设计、修建的中、大型水库，不仅为首都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供水、供电发挥了重大作用，

而且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三座凝聚着毛泽东关怀和劳动的水库，直到现在仍在为首都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发挥着

重要作用。关心首都公共建筑，指导和视察“国庆十大工程”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为了迎接共

和国的第10个国庆纪念日，要改建天安门广场，并在北京建设一批公共建筑工程，即:万人大礼堂（后称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

与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

（后决定中国美术馆缓建，补充了民族饭店与华侨大厦），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简称“国庆十大工程”。  “国庆十大工程”的核心

是天安门广场改建。此前，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多次改建：1949年开国大典前，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整治，立国旗旗杆、移华表和石狮；1950

年，拆除东、西三座门；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将观礼台改建为永久性建筑；1955年，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

建，拆除了沿公安街和西皮街的东西两道宫墙，广场面积扩展了近1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毛泽

东对次改建的态度是：改造天安门广场要反映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气魄要大，要使它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

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毛泽东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 1958

年12月，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亲自介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会议通过

了综合设计方案：天安门是一个庄严雄伟的政治性广场，保留正阳门和箭楼，拆除中华门，东西两侧分别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人

民大会堂，其体形、体量和高度，既取决于建筑物本身的需要，也要与广场的整体性，乃至旧有的古建筑相协调。广场面积初定40公顷，

略呈长方形。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从1959年3月开工至1959年9月结束，仅用了6个月时间。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东西宽

500米，南北长860米，面积达44公顷。广场中心干道长390米，宽80米，可同时通过150列纵队游行队伍，广场中部可容纳40万人游行聚

会。这就是当年天安门广场改建的最终结局，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安门广场的格局。在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中，工程规模最大，最引

人注目的“国庆十大工程”的“重中之重”万人大礼堂，即人民大会堂。1959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视察万人大礼堂工程时，询问万里：

“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呢？”万里答：“施工中叫人大礼堂工程，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说：

“还有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听后打比方说:“我们的总路线前边应有主语，但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就叫人民大会堂吧。”自此，万人大会堂正

式改名为人民大会堂，沿用至今。同样是“国庆十大工程”的北京火车站，从设计到施工始终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1959年9月14日晚

上，北京站建成伊始，毛泽东在彭真、吕正操、武竞天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北京站。陪同参观的建站总指挥和副总工程师说自己是外行，

没经验。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并鼓励说：“世上的好多事情，开始都是外行干成的，你们说没有经验是外行，北京火车站不是建设

得很好吗！”并欣然答应为北京站题写站名。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钓鱼台迎宾馆等工程于国庆

十周年前夕如期建成。不仅美化了首都北京，而且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印象，成为新中国伟大成就代表的第一批标志性建筑。尽管

之后的北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京，城市建筑发展越来越快，摩天大楼层出不穷，但“国庆十大工程”仍然是代表首都、代表中国的

首要标志性建筑。这些伟大建筑的持久生命力，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全国各地建筑师、艺术家、专家和建筑工人的智慧和

汗水，体现了新中国蓬勃的生命力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豪情。高瞻远瞩，指示北京修建地下铁道早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毛泽东深

谋远虑，发出响亮的号召：“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他第一个倡导北京要搞地下铁道，不仅北京要搞，很多

大城市也要搞。1953年9月28日，北京市委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始了北京地铁的筹备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和学习苏联经验，提出了“浅

埋加防护”的建议，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木樨地和公主坟两处进行了井点降水工程试验、打拨桩试验和抓斗挖槽试验。 1965年1月15

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根据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国务院副总

理李富春的指示，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送了《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2月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欣

然圈阅同意，毛泽东挥笔批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遵照毛泽东的“二•

四”指示，2月7日，正式成立了以杨勇为组长，万里、武竞天为副组长的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北京地铁是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当时我

国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没有相关的车辆检修人员，更没有现成的地铁管理模式可借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由铁道部北京

地下铁道工程局、解放军铁道兵十二师、北京市建工局和北京市市政工程局等单位的4万多名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施工队

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仅用4年零3个月的时间，全长23.6公里的一期工程线路就告成功。1969年10月1日，第一趟地铁电动客车从古城

车辆段呼啸着驶向地下，宣告了中国地下铁道的正式开通，谱写了新中国地铁建设的新篇章，也拉开了首都地铁辉煌建设的序幕。北京地

铁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经历了从最初按照“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兼顾城市交通”的

建设方针，到注重安全行驶，再到从战备型向运营生产型过渡的变化历程。40多年过去了，北京地铁打通了一线、环线、八通线、13号

线，4号线、5号线、10号线和奥运支线，机场线将于2008年投入运营，北京市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200多公里，轨道交通的客运量

预计将占北京市公交总运量的50%，为广大的北京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北京地铁的巨大变化，反映了首都城市建

设、城市交通的飞速发展和新中国的辉煌成就。这些发展和成就凝聚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上的智慧和心血，也反映了首都人民在北京城市建设史上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取得的丰功伟绩。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进行了许多

大胆的探索，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有成体系的科学理论和实践认识。尽管毛泽东对城市建设没有专门、系统的研

究，但他在首都的城市建设上，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对北京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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