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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爱和平我们热爱和平》》照片是怎照片是怎
样拍摄出来的样拍摄出来的

1952年的儿童节前夕，为了宣传“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根据周恩来总理“我
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指示精
神，《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找到摄影
编辑阙文，交给他一个任务：“抗美援朝
的第五次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前
的形势是要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
结起来，才能够制止战争，保卫我们的下
一代”。这么重要的任务压得阙文彻夜
未眠，他构思了很多方案都被自己否定
了，因为主题大，又不能虚构内容。他思
来想去，想到了毕加索的和平鸽。

当时又值儿童节即将来临，阙文决
定用儿童和鸽子来表现这个主题。第二
天，他与北京北海幼儿园联系，向园长打
听“你们幼儿园养有鸽子吗？”回答说“有
啊。孩子们还经常到北海公园放鸽子
哩。”他一下兴奋极了。

5月31日，阙文一吆喝，其他报纸的
摄影记者也都去了，有青年报的、健康报
的、体育报的……幼儿园园长于陆琳带
了一大帮孩子，每个人还抱了一只鸽子，
欢天喜地来到了公园，阙文一眼就看中
了马越。但阙文在选女孩时却费了很大
工夫，后来他看到园长牵着自己的女儿
孟运，小女孩扎着辫子，上面还有两个蝴
蝶结，显得十分可爱，便决定选她。

人是选定了，但阙文拍了几张都觉
得不满意，因为只是在人物和鸽子的形
式上有了构图，却看不出儿童内心对鸽
子的热爱，人物和鸽子缺少内在的联
系。于是，他看看马越又看看孟运，摸了
一下他们的鸽子问，你们两个的鸽子谁
的好呀？马越高兴而俏皮地说：我的
好！马越看了一眼自己的鸽子，又看了
一眼孟运的鸽子，然后紧紧地搂住鸽子，
侧着脑袋，表现出一副非常得意的神
情。孟运听了不乐意，立刻转过脸来瞧
着马越说：我这个也好啊！在这一瞬间，
两个人物的情绪都达到了最佳状态，阙
文立即按下快门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
义的经典照片。

马越说，阙文叔叔很关心孩子，他在
给马越和孟运拍照的同时，还给所有的
孩子都拍下了抱鸽子的照片。

第二天正好是儿童节，这张照片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时《人民日报》
的报头在中间，照片就在左侧报眼这个
位置上，堪称“黄金地段”，照片发表后反
响很大。当年的10月份，这幅照片被人
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安靖和邹雅制作成
了大幅的招贴画，照片原来的背景有些
树枝，经过剪裁和修整，加了点桃花，又
上了色，上面用儿童体书写了“我们热爱
和平”。第一版就印了500万张，照片的
影响力在印成招贴画之后得到成倍扩

大。
当时，这幅宣传画不仅在中国大地

广为流传，也在朝鲜流传。在朝鲜前线
志愿军指挥部的墙壁上、战壕里、野战医
院里都张贴着这幅作品，小型的宣传画
则是志愿军战士人手一张。祖国人民送
给志愿军的慰问包里，都会附上这张小
画片。信封、笔记本、明信片、搪瓷杯、茶
叶盒、手帕上也都印上这张宣传画。“和
平”成为鼓舞志愿军保家卫国、浴血奋战
的巨大精神力量。

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任团长，政务院副
总理郭沫若任副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
参加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
和平大会。会议期间，宋庆龄、郭沫若、
张澜、沈钧儒、贺绿汀、梅兰芳、常香玉等
手捧《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在异国
广场向民众散发。此后，东欧国家的多
家画报相继把它用作封面。

由于这张宣传画深受广大人民群众
的喜爱，所以当时的需求量相当大，不得
不多次加印发行。从1952年到1959年，
这幅画共印刷了11版，达几千万张。这
幅经典之作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二战以
来世界上与《愤怒的丘吉尔》一样发行量
最大的两张招贴画之一。

一张小小的照片，不仅感动着中国，
也感动着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

自《人民日报》刊登这张照片后，马
越和孟运每天都会收到一麻袋信件，那

么多信件，他们年纪小看不完，甚至还看
不懂信的内容，只能由老师将回信写好
后由高年级的同学抄写，每封回信都由
他们签名。

““马越入队马越入队””上了上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马越和孟运成了“小名人”，也开始
忙碌起来，接受各个代表团的看望，参战
回国的志愿军代表也专程来看他们。

突如其来的成名，让年幼的孩子难
以招架。1954 年，孟运的母亲去苏联留
学，她随父亲离开了北京，而马越则继续
生活在“高光”之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能
成为京城报纸的头条。

有一次他学电影里的战士炸鬼子碉
堡，在学校后院用废弃的砖头垒起碉堡，
用废纸烧炮楼，这孩提时代的调皮行为
放在别人身上不算什么，但放在马越身
上就不行了，因为在人们心中，马越是个

“完美无缺的乖孩子”。因为这件事，马
越变成了“坏孩子”。1956年，《北京青年
报》刊发了一篇记者采访的文章《马越成
长中的风波》，后来编辑成书籍公开发
行。马越说，那时对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压力有多大啊。这件事居然在全国引发
了一场关于下一代教育的大讨论，著名
作家冰心及其他一些知名作家，还有大
学的师生都参加了讨论。结论是，社会、
学校、家庭对孩子都有各自的责任，没有
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教育方法。

四年级时，马越顺利地加入了少先
队。再次上了《人民日报》，而亲手给他
系红领巾的是开国上将张爱萍。从此，
马越又成了品学兼优的乖孩子。中考
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附中。

三年后，他没有选择报考北大、清
华，而是选择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直升机
制造专业，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
011某飞机制造厂，实现了把“手中的鸽
子变成飞机”的理想。

““抱鸽子女孩抱鸽子女孩””的参军梦的参军梦

孟运第一次听到肖琦《一张招贴画》
的故事，是她上初中的时候，妈妈给她从

《新观察》上剪下来的。当时小孟运看完
这篇通讯后深受震撼，她回忆说：“这一
段，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读一遍都觉得
胸中有热血在撞击着我，以致成为我后
来参加解放军的强大动力。”她把这个催
人泪下的故事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在
日记本的扉页上，请妈妈写了“做革命事
业的接班人”几个字，至今保存完好。

从那以后，孟运觉得自己一下子长
大了，明白了好多事：“烈士们前仆后继
是为了‘对得起’我们这些孩子，那我们
该如何才能对得起他们呢？”在孟运看
来，这个担子可不轻，它是年轻一代对祖
国和人民所肩负的使命。

没过多久，孟运去海滨城市青岛游
玩，在参观军舰时见到了几位海军叔叔，
使她备感意外的是，有位战士一眼就认
出她是那个“抱着和平鸽的小女孩”。原
来，这些海军叔叔中有不少人去过朝鲜
战场，他们对孟运说：“你来当解放军吧，
热爱和平的姑娘要为和平作贡献。”孟运
很激动，牢牢地将这句话记下。

初中刚毕业，她便坚定地报考了海
军政治学校情报系，并幸运地被录取。
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孟运心潮澎湃，上面
写着“你被录取参加祖国的海防建设，接
受祖国交给你的重要而光荣的任务”。
1965 年，孟运参加了北海舰队的万米游
泳比赛，一艘大型驱逐舰停在中央，10艘
小船作为补给在大海中绕成一圈，一圈
为1000米，许多选手都败下阵来，而年仅
16岁的孟运游了6个多小时，成为唯一一
位游完全程的女兵。比赛结束后，海军
政治学校校长康庄少将为她颁发了“万
米游泳奖章”。此后，孟运在军校内刻苦
学习，最终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

在鸭绿江大桥旁立有《我们热爱和
平》的铜铸雕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有《我们热爱和平》的巨幅画，马越在
此留过影。

一张照片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它
留在了人们的情感及生命之中……

为了挖掘好“三线”这段历史的红色基因，讲好“三线故

事”，传承好弥足珍贵的“三线精神”，受政协贵阳市委员会

的邀请，我参与编辑了《三线建设的贵州记忆》一书。抗美

援朝时期，《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题为《我们热爱和平》的

照片，它感动了千千万万的志愿军，感动了中国，而这张照
片上抱着和平鸽的男孩子，长大后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毕业

后被分配到贵州011的一个飞机制造厂。

通过引荐，我辗转找到了至今还生活在贵州的这位“抱
着和平鸽的男孩”马越，听他讲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老照片《我们热爱和平》
背后的故事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据《贵阳文史》文/濮振远

《我们热爱和平》彩色版

当年刊登照片的《人民日报》

《《我们热爱和平我们热爱和平》》

的主人公的主人公7070年后再同框年后再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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