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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建
明

兵쫇캻뇟�샏뇸，在쫇퓚9949国뾪맺
手뗤짏ퟟ퓚퓄뇸뛓컩ퟮ잰쏦뗄쟦웬쫖——
手훐맺뗄뗚튻캻쟦웬쫖。
人맚펢쫇튻캻웕춨뗄뻼죋，生话뗄죋们

面폖폐ퟅ럇랲뗄튻쏦。计맻내돶们쓪퓂볆
算，话죴뮹믮ퟅ뗄뮰，整쓪펦룃쫇헻000岁
了。他쏇一쓮话，一쓮쓇킩캪릲뫍맺럮쿗튻
们뗄뻼죋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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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一个人的命运有时无램想象。他就是这样

一个人。

走在西域边境与哈萨克斯坦国交界的那条

G318国道公路上，突然有一座非常醒目的墓地

吸引了我，墓地大如一个半篮球场。墓的正中央

竖着一块足有两人高的红色大理石墓碑，上面刻

着七个大字：李冠英同志之墓。

可他为什么会长眠在这遥远的边陲呢？而

且又受到人们如此厚待！这到底是怎样的故事

呢？这个“秘密”封存了40余年，而且当年开国

大典上的国旗擎旗手，竟然在新疆留下一段难

以想象的传奇——

百年前的4月9日，李冠英出生于河南固

始。其父亲是位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高级军

官。“七七事变”后，他父亲因被日军通缉，不得

不举家迁往甘肃兰州。英俊少年李冠英在兰州

考取了西北话剧团，后因战争原因，该团在

1944年解散。通过父亲的关系，李冠英参加了

国民政府的赴英海军人员培训班。在英国学习

期间，他在训练同时开始思考人生和国家命运，

渐渐接受共产主义学说。这个时候国内发生了

一件事改变了李冠英后来的人生命运：当时英

国政府为抵偿香港英当局代国民政府保管却丢

失的中国6艘港湾巡逻艇，所以决定将他们的

“阿罗拉”号巡洋舰移交给国民政府。后此舰改

名为“重庆舰”。

1947年，李冠英作为国民政府派遣到英国

学习海军舰艇专业的海军专业学员，回国后就

去执行将“重庆舰”接回的任务。该舰后来成为

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中最强大的主力战舰而在一

段时间内耀武扬威。也正是由于“重庆舰”作为

当时的“国之重器”，共产党对这艘舰进行策反

工作。

“舰长，我们跟着国民党、蒋介石就只有死

路一条……我拥护你的决定，跟共产党走！”

1949年2月25日“重庆舰”起义前，李冠英对舰

长邓兆祥誓言道。“好，我们一起干！”邓兆祥非

常欣赏李冠英，他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起义

那一天，李冠英穿上中国海军的新军装，扒掉了

国民党的军徽，然后与舰友们一起迎着朝阳，将

“重庆舰”缓缓驶入山东解放区的烟台港，向即

将成立的新中国报到。毛泽东曾专门为李冠英

他们的起义发来嘉奖电。李冠英第一次感受到

作为国家主人的荣耀感。

1949年仲春，我东北丹东解放区举行了

一场隆重的仪式——新中国第一所人民海

军学校成立，校长正是率“重庆舰”起义的邓兆祥。李冠英

荣幸地有了该校第一批老师兼学员的双重身份。

“同志们，现在上级命令你们50名学员将接受一项秘密军

事任务……今天下午立即出发！”一声令下，李冠英和49名海军

学员某一天登上南下的列车，在深夜到达北平前门车站。随后

上了卡车进入黄寺兵营——也就是现在北京黄寺大街的解放军

原总政治部宿舍大院。

这天夜里，李冠英和其他学员兴奋得没闭上几回眼。当黎

明响起军号起床后，他们才被告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

式！“我们要见证新中国成立啦！”这是李冠英做梦都不敢想的

事。而让李冠英更想不到的是：因为小伙子长得帅，又是标准的

1.76米个头，军姿与队列训练动作规范又出色，所以他被选拔上

了海军方队的旗手，也就是走在最前面的首席引队人。紧接其

后的三个月，李冠英不敢有一丝马虎，每一个动作都严格训练，

直到琢磨到位、练到娴熟为止。参加过阅兵式的人知道，虽然经

过天安门前的那一刻万众瞩目，但几个月训练并不是所有人都

能经受得住的。

光荣的擎旗手
李冠英他们作为参与新中国的第一

次阅兵的官兵，不仅训练时间紧，而且还

带着军事任务——随时准备在阅兵过程

中与任何企图破坏的敌人战斗。

伟大而庄严的时刻终于到了：1949

年10月1日下午3时，天安门前欢呼新中

国诞生的欢笑声淹没了整个首都北京城。

“阅兵分列式开始——”这是新中

国开国大典上的第一次阅兵，李冠英的

方队也是新中国第一次阅兵式上第一

支出现的队伍，而李冠英则是1.6万人

组成的受阅大军中最前列、最耀眼的一

员：开国大典上的这一次阅兵分列式采

用的是由海军代表旗手作为全体阅兵

队伍的先锋，恰恰李冠英又是三位护旗

手中的擎旗人——他左右两旁是两名

端着冲锋枪的护旗兵。作为擎旗手的

他自然格外耀眼，万众瞩目，而且他和

两名战友荣幸地紧随在聂荣臻将军的

敞篷车后面，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位接

受毛主席、朱总司令检阅的将士！李

冠英太光荣了！只见他英姿威武，迈

着铿锵有力、无上自豪的步伐，走向天

安门……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但必须

目光炯炯；他的心脏怦怦直跳，但必须

平静始终……这是历史镜头里所看到

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的擎旗手形象，而

且这样的阅兵排序也是唯一，唯有李冠

英才能享受到这般崇高殊荣，因为自新

中国成立之日起，后来所举行的十几次

天安门阅兵式上，都是按照陆海空军进

行排序的，唯有开国大典上李冠英是以

海军形象作为走在最前面的擎旗手

——李冠英的这一“唯一”也因此载入

了共和国史册。谁也不会想到，李冠英

也因为这份荣誉，使他后来的命运发生

了巨变——在他沉寂了几十年之后，人

们竟然在新疆重新认识了他，重新给予

了他应有的荣誉。

参加开国大典之后的李冠英，回到

老部队的海军学校，之后又被分配到大

连海军学院当了4年教员。然而到了

1954年，李冠英有些莫名其妙地接到了

转业的通知，分配到大连造船厂。作为

一名起义人员和转业干部，本应得到相

应的妥善安置，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

李冠英在安徽合肥民政厅招待所住了

2年，但工作仍然没有着落。两年之

后，李冠英觉得再不能在合肥干等了，

于是他想到了去北京，去他曾经给予他

至高荣誉的北京申诉……

接待他的内务部领导听完李冠英的

陈述后，非常生气。然后问李冠英：“那么

你愿到哪里工作呢？请你自己选择，我们

尽量满足你的要求。”李冠英顿时热泪盈

眶，说道：“首长，我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好呀！”领导听后很高兴，说：“现在国家最

需要人才的地方就是新疆，你愿意去吗？”

“愿意！只要是祖国需要的地方，我都愿

意！”李冠英想都没想，便答应了。选择仅

是一句话。然而从北京到新疆的距离

则可以用“天南海北”来形容。李冠英

到新疆后，被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第6

师直属农场。李冠英的工作就是屯垦

种地修水库。那个时候的屯垦建设，不

仅艰苦，还要拼命。李冠英曾一天挖土

方8.5个立方，创下所在农场的最高纪

录。由此他也被兵团战友们称为“拼命

三郎”，并荣获“劳动标兵”。

昔日曾是开国大典的擎旗手，如今

成为挥舞锄头的农工。1960年，李冠英

所在的农场划归自治区交通厅养路段，

他便成了养路工。1961年10月养路段

集体下放支农，李冠英毫不犹豫地第一

个报名，从此他把生命交给了“和布克

赛尔”这个蒙古自治县的广袤边疆。最

初在红旗公社（今查干库勒乡）当牧民，

当地的蒙古族人有点远距离地悄悄看

着这位单身而又喜欢在原野上唱歌的

人，后来一打听原来是个“劳动标兵”，

且竟然还是个会写能唱的“文化人”，于

是开始同李冠英亲近起来。

“能帮我给在西安读书的孩子写封

信吗？”“能。”“能帮生产队出期黑板报

吗？”“能。”“能……能每周给全乡的干

部们上一堂文化课吗？”

“能！我光棍一条，无牵挂、无负

担，只要你们认为能用得上我的，尽管

派活！”“老李——我们由衷感谢你、心

疼你……”牧民邻居、大队支书、公社干

部捧着暖心的话，对李冠英说：“你就是

大家的亲人，有啥话、有啥冤屈、有啥心

头烦事，说出来，我们一起跟你把天托

起来！”

“谢谢。谢谢你们……你们就是我

唯一的亲人……”李冠英40岁生日那

天，十几户在草场一起放牧的牧民，在

帐篷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蒙古式生日

庆典，极少饮酒的李冠英那天醉了，醉

得无比幸福，醉得热泪长流。

“老李，你年龄不小了，蒙古族姑娘

喜欢你的不少，该成个家了！”不止一次

有人这样专门前来相劝。李冠英总是

淡然一笑，说：“我的心可以归为这片疆

土，我的情留给了已经飞动的云……”

为边疆守一生
直到1997年之春，当有人走进李冠

英那间仅有8平方米的简陋得不能再简

陋的单身宿舍，看到里面陈设的一个小

灵堂，这个谜才被揭开……年轻的时候，

一表人才的李冠英有位心爱的女友，但

因李冠英颠沛流离的命运，让这份真挚

的爱情像岁月般流淌得无影无踪，并深

深地刺痛了一个男人一生的心灵。

这事得从当年李冠英在1942年考

上西北剧团时，演了《雷雨》中周朴园的小

儿子周冲说起，与他演对戏的丫鬟四凤演

员陈氏小姐，便是他的女友。两人正在热

恋之时，剧团却因战火而解散。也就在

此，李冠英考得了留英海军学习的机会，

并一去就是三年。其间两人鸿雁传书不

断。1948年李冠英回国，尚未来得及与女

友联系，他便和起义的战友们北上解放

区，参加开国大典去了。此后，当两人好

不容易建立联系，部队又刚刚接到全体军

人随时准备上朝鲜前线的命令，并且不能

随时将部队的战时动员和军事情况外泄，

最终这段恋情无疾而终。

1954年从部队转业的李冠英得知

他以前的女友已经另嫁给一位陆军军

官，而且随军到了兰州。该前女友还特

意看望过李冠英的母亲。两年后，正在

寻求工作旅途上的李冠英，得知母亲病

逝。无奈不能赶回兰州，托了这位前女

友帮助料理母亲的后事。李冠英既感

激，又扼腕痛楚：她要真是娘的儿媳多

好啊！他哭了。这样的哭声常常在漫

长的夜晚里……外人并不知道这一切，

只知道那个只住8平方米的“老李”是

位乐观豁达的老边垦。

41年新疆屯垦生涯、38年在塔城的

牧民人生，时常有人问李冠英，你真的没

有想过回北京或兰州？你真没想过吃亏

和后悔，或者多少有些埋怨？

“没有。我确实没有。”李冠英肯定

地回答道。“从组织告诉我你现在有工作

了，安排到新疆工作的那一天，我就没有

感觉后悔和吃亏的事……在新疆、在塔

城，虽然苦些，但我充实，有荣耀感，因为

我是一个有工作的人，一个受人尊敬的

人，特别是跟这里的各族人民亲如一家，

又能为边疆建设贡献一份微力，这就不

枉此一生了！”

李冠英说的时候，没有半点做作，那

副真诚让人感动又心酸……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

年的大庆之年，这年5月，中央电视台《大

阅兵》的摄制组千里迢迢，找到李冠英。

当他们来到他的那间8平方米的小土屋，

看了看这位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的擎旗手

的生活现状，忍不住纷纷掉下眼泪。

“老前辈啊，你咋不跟人说一声你

曾经的那段光荣历史嘛？那样政府至

少也能给你解决一些生活困难呀！”摄

制组的人说。李冠英颤动着双手，握着

北京来的记者，说着一句话：“我挺好，

在这里我有份工作就很知足。我给这里

的各族人民做了点事，他们认可我……我

很幸福。”

关于李冠英的“谜”这才被解开。次

年即2000年12月的最后一天，这位饱经

磨难却又顽强不息的开国大典阅兵队伍

的擎旗手，悄然辞世，终年78岁。

当他在祖国最西边的大地上静静

躺下时，没有半点喧嚣，没有丝毫争议，

其本人没有一点儿财产，没有一个后

人，唯有枕头底下压着一面五星红旗。

入土的那天，数以百计的各族人民和他

生前的好友们，纷纷向这位老屯垦人献

花、敬酒……

开
国
大
典
上
的
那
位
擎
旗
手

■英雄选择长眠在边陲

■手擎国旗的李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