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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生日的历史追述

齐卫平， 田凯华
(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摘要: 隆重庆祝建党生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从 194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时首次举行庆

祝建党生日的庄重仪式起，七月一日就成为建党生日庆祝的时间节点，形成了惯例，尤其是每逢十周年之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开展的庆祝建党生日活动，起到了思想教育

和政治动员的作用，对于激励全党精神、团结人民群众、促进思想共识、增强政治认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追述历史实践中庆祝建党生日活动具有现实启示: 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提出接力奋斗的要求和任务，指明砥砺

奋进的方向和目标，体现政治领航、思想引导、行动指南的作为，在强壮党组织健康肌体的同时，也为全国各族

人民增添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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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Ｒetrospect of th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QI Weiping， TIAN Kaihua
(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It is a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solemnly celebrate the anni-
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Since the solemn ceremony celebrating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in 1941，July 1 has become the time node for celebrat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In particular，on every tenth anniversary，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olds a series of activi-
ties in honor of this occas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elebrated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which played a role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and had
great significance in inspiring the spirit of the whole Party，uniting the masses，promoting ideological
consensus and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Celebrating the anniversary is a kind of political
ceremony which helps the entire Party develop the political life． The celebration of the anniversary in
search of historical practice ha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At a new starting point in history，the Party
has put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and tasks for relay efforts，and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and goals
for forging ahead，demonstrating its political leadership，ideological guidance，and guidance for ac-
tion．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organization，it has also added positive energy to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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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时，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百年诞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党中央也作了一系列
重要活动安排。庆祝建党生日是一种政治仪式，是我们党把握具有特定含义的时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实践。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七月一日为时间节点开展各项活动，通过广泛宣传，塑造
自身形象，加强思想引领，提高政治认同。本文拟结合文献资料对历史上庆祝建党生日活动进行追述，

以期深刻认识庆祝建党百年的重大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庆祝建党生日的活动

近代中国既缺乏民主又没有法治，中国共产党诞生不是像西方政党政治程序化运作那样产生的结
果。与“中华民国”初年建立的各种政党情况不同，1921 年中国共产党是以秘密方式建立的，不能进行
公开活动，没有合法性的保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 “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
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1］( p2) 在严酷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长期以“秘密党”“地下党”方式开展工作，因
此，庆祝建党生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紧张艰巨又繁忙的革命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在初期一段时间里顾
不上过自己的生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召开，这个具体日期是在 70 年代末经
过党史工作者仔细考证各种历史资料才确定的。当时参加中共一大仅有 13 名代表，秘密建党也不可能
留下开会日期记录的确凿资料，因此，建党生日究竟是哪一天也就在很长时间里说不清楚。1922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笼统地称“去年( 一九二一) 开常会
时”情况如何如何，没有具体日期。最早记叙中共一大的历史文献是亲身经历会议的代表陈潭秋留下
的文章，他于 1936 年上半年在莫斯科撰写了《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同年发表于《共产国际》第七卷
第四、五期合刊上。陈潭秋在文中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 7 月( 1921 年: 笔者注) 底开的。”［2］( p8)

但没有记载具体日期，因而无法确定党的生日。
1938 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诞辰，全国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毛泽东和董

必武这两位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询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上海开会的时间。可是，毛泽东和董必武
也说不清一大开幕的具体日期。“这样吧，就用 7 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决
定 7 月 1 日作为中共的诞辰纪念日［3］( p139)。该年 5 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文，这篇鸿篇巨制除了
对抗日战争作出前瞻性的精辟论述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把动员全民族抗战与建党历程结
合起来。毛泽东写道:“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日，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同时他又指出:“今年七
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
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4］( p439 － 440) 这本著作成为首次把建党生日确定为七月一日的
历史文献。

毛泽东在提出七月一日为建立纪念日之后，多次对建党的历史进行总结和论述。1938 年 10 月 14
日，他在报告中指出，“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4］( p526)。“十七年来，我们党，一
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4］( p530) 1939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为延安出
版的《共产党人》杂志撰写发刊词，他写道: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
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
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4］( p603 － 604) 同年 12 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
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 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
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
整十八年。”［4］( p652)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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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4］( p696) 7 月 5 日，毛泽东为《新中华报》撰写文章指出:“抗日战争的三周
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
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4］( p759)

这些论述频繁提到党的成立，实际上强化了建党的生日意识。
据文献记载，中国共产党最早建党纪念活动是 1937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报告。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没有谈起确定“七一”
为建党纪念日的问题，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和周恩来作中共党史报告安排在 7 月 1 日有巧合性，也可
以认为有一定象征意义。1938 年也开展了一些建党纪念活动。6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共十
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指出，“中共过去的十七年即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艰苦奋斗的十
七年”［5］( p475)，“中共同志已经表示出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共同志必须在这个方
向继续努力，以求得抗战的最后胜利”［5］( p476)。《新中华报》1938 年 6 月 25 日发表《从“七一”到“七七”
纪念周，抗大是怎样筹备的?》一文，第一次形成“七一”建党纪念日的简称。7 月 1 日，八路军后方各留
守兵团军政首长会议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去贺电，陕西公学学生会也发去贺电，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十七周年，有的地方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操作检阅、会餐和游行大会。这些活动都是在一些
根据地组织开展的，还不代表由党中央主持的建党生日庆祝活动。

1941 年适逢建党二十周年，党中央首次正式举行生日庆祝活动。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
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用文件形式把七月一日作为建党生日正式规定下
来。该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
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还提出“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
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
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
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他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6］( p261 － 262)。中
共中央政治局在 7 月 1 日党的生日这天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
的革命锻炼，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
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7］( p443)。7 月 2 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发表演讲指出，“党从出生的
那一天起，便没有一刻钟不是处在严重的战斗环境中”［7］( p447)，“我们的党从出生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
党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也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进行斗争”［7］( p448)。并要求全党“保持党的
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进行，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7］( p449)。

1943 年 7 月 1 日，延安隆重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活动。《解放日报》发表以《中国
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题的社论指出: 近百年来我们民族所进行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形成
基本动力，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
‘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
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8］( p372)。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所需要的。要想
消灭他是办不到的。想办法曲曲折折的来消灭他，也是办不到的”［8］( p379 － 38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
厅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 “我们中国共产党
在二十二年前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却已经成了这样的大政党。”［8］( p365) 自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中国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大变化，“我们常常把眼前的许多进步事情当作家常便
饭，其实比起从前来，乃是改朝换代似的大变化”［8］( p366)。任弼时撰文指出: “二十二年来，我党已发展
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政党，成为今天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核心，成为全国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支
柱，成为广大民众争取解放和胜利的旗帜。”［8］( p358)

1945 年 4 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
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
二十四年( 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五年) 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
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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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卓越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9］( p73)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预备报告中指出:
“苏联共 产 党 是 由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小 组 发 展 成 为 领 导 苏 维 埃 联 邦 的 党，我 们 也 是 由 小 组 到 建 立
党。”［9］( p118)“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9］( p118)

“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怕牺牲，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9］( p118)

1947 年 7 月 1 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的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年。
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六年的锻炼中已经成为伟大的成熟的老练的政党，有充分的把握领导人
民粉碎反动派的一切进攻，并取得最后胜利。”“有了这样的党，我们祖国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就有了
确切的指望，这种指望使我国人民更加坚强了信心和勇气。”［10］( p222)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文指出: “一
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
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11］( p1468)

我们党的路“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11］( p1469)，“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
本的胜利”［11］( p1472)。“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
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11］( p1480) 9 月
16 日，毛泽东撰文驳斥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胡诌中国近代史的谬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
国改换了方向”［11］( p1514)。

自全面抗战爆发后，庆祝建党生日开始形成惯例。从表面上看，这与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
的形势有关，政治上的环境相对宽松，尤其是党中央在延安驻扎下来，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党的宣传
刊物逐渐增多，使庆祝建党生日有了可能和可行的条件，但从根本上看，则是中国共产党日益成熟的体
现。随着我们党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影响力不断扩大，通过庆祝建党生日的宣传，能
够发挥团结人民英勇抗战的作用，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觉悟和政治动员能力的提高。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庆祝建党生日的活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弱小政
党发展壮大起来，历经革命淬炼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面对新环境，及时转变自身角色，为建设新
中国而奋斗，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当务之急。为保证完成这个任务，一方面需要全体党员和干部
清醒认识自己的使命担当，另一方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在剧烈的社会转型变化中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认同。开展庆祝建党生日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

1951 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建党逢十纪念。毛泽东首先想到的
是要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新年伊始，他就布置胡乔木要写一个“党史
大纲”［12］( p184)。中共中央从三月份就开始部署［13］( p111 － 112)。3 月 19 日，胡乔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近日宣传部忙于准备开会，写党史提纲( 七一用) 和整党读本，很多应作的事都没有作，希望多给指
示。”［12］( p62) 毛泽东对建党三十周年的纪念和庆祝办法作了口头指示，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
具体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召集了一次座谈会，讨论、拟定了纪念办法，其要点由杨尚昆和
胡乔木联名于 4 月 1 日报告中共中央。这个报告分别提出庆祝办法( 五条) 和宣传办法( 四条) ，内容包
括由马列学院写一篇党史提纲，由中央宣传部写一篇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纪念宣传大纲，编一本供下级党
员用的介绍党史的通俗小册子。毛泽东表示同意。5 月 13 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三十周年办法的通知》，强调要吸引群众参加庆祝党的生日。为了加强纪念意义的宣传，中央计划组
织十篇左右的论文，陆续广播［14］( p171)。建党生日庆祝活动热烈开展起来。

6 月 30 日，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在三十年前我们党刚成
立的时候，中国还只有一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组，人数是很少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党已经发
展成为领导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党了”［15］( p514)。“我们的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最正
确的党。我们的党从若干个别的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开始，三十年来，是经过了无限光辉的历史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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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 p515)，“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来艰苦卓绝和复杂曲折的斗争，是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

意义的胜利”［15］( p520)。但是中国革命还没有完结，强调全党必须“团结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完成今后
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这就是我们全体党员在庆祝我们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时所应该努力的地
方”［15］( p521)。7 月 1 日晚，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中南

海怀仁堂举行的庆祝“七一”盛大酒会［16］( p366)。当天的《人民日报》为庆祝建党，发表了中共领导人的一
系列文章( 见下表) 。

序号 文章题目 作者 版次

1 中国人民怎样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反动派 朱德 2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为纪念党的三十周年而作 陈云 3
3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彭真 3、4
4 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贺龙 4
5 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奋斗———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 邓子恢 5
6 开展劳动竞赛，庆祝党的三十周年纪念 李立三 6

胡乔木撰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是庆祝建党三十周年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曾对这
部书稿作出批示并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据《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编者统计，刘
少奇所作的修改达 480 处。6 月 22 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发表，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也于当天全文播发，各地的报刊相继全文转载。不久，人民出版社即出版了单行本。全文近 5 万
字，分 5 部分: 一、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三、抗日战争; 四、第三次
国内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五、三十年的基本总结。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历史的第一本简明党史，对学习中共党史产
生了重大和长远的影响。

196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四十周年。6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这
次大会向外界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在四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一起，主要
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用二十八年的时间在中国进行了人民民主革命; 第二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7］。同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将党的历史概括为:

中国共产党四十年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中得到胜利的

历史［18］。这句话是中共中央对党的历史发展的精炼概括。需要强调的是，刘少奇的讲话形成了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干成几件大事的话语范式。在此后党的文件中，特别是重要节点的党的文件里，都可以见
到此类话语的表达。比如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概括的“三件大事”。这种历史叙说方式起到的作用在于
能够从宏观上简明概括党的发展主线，突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做了哪
些大事、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197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五十周年。当时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建设和党的建
设都遭遇了严重破坏，政治生活不正常，人们的思想也出现混乱情况。这无疑也会对庆祝建党生日带来
一定影响。7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欢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 热烈
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决心紧跟毛主席沿着党的“九大”路线奋勇前进》通讯，该
文写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满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热烈欢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
党诞生五十周年。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回顾我们党五十年的战斗历程，热烈欢呼毛主席的英明领
导，热烈欢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
下，我们党经过半个世纪的英勇斗争，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衷心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
席万寿无疆!”用词和语气明显有“文化大革命”的烙印。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庆祝建党生日基本已经成为固定的事宜安排，不仅仅逢十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其他一些年份也有庆祝建党生日的活动安排。如 1952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刊发《增强党的战斗
力，迎接国家建设的伟大任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社论。社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历
史背景下，强调学习民族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凝聚民族精神，增进政治共识。1956 年底，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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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所有制改造的任务在党的领导下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7 月 1 日，党中央以庆祝建党生
日为契机，加强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通过学习宣传党的历史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凝聚民心，团结一致地
投身于新中国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党员干部队伍进一步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不断增
强。虽然“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因党的指导失误而在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上存在偏离正确轨道的缺憾，

但从总体上说，建党生日庆祝活动对扩大党的影响、增强凝聚力的积极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

三、改革开放时期庆祝建党生日的活动

1978 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践，将党的工
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引领中国走
出照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困境，迈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步伐。由于“文化大
革命”错误实践严重破坏了党的威望，因而重塑党的形象成为迫切任务。党中央通过一系列拨乱反正
的举措，正本清源，端正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力求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中
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改革开放迄今四十多年，建党生日庆祝活动一直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

1981 年 7 月 1 日，是实施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迎来的第一个建党生日逢十纪念。当天，党中央
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胡耀邦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
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此时此刻，我们大家都深深地意识到: 我们党和国家正处于拨乱反
正、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19］( p853)。“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是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赴
后继、英勇奋斗的六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
六十年，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的六十年，因而，也是经过无数艰难和曲折走向一系列
胜利的六十年。”［19］( p854)“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它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是历史
决定的，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决定的，是任何力量所无法改变和动摇的。”［19］( p861) 他还指出:
“庆祝我们党的生日这个重大节日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汲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把注
意力集中到还没有解决的任务上来。”［19］( p875) 这些反映历史转折时期特殊语境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
党战胜自我、勇往直前、领导人民在新的道路上不懈奋斗的坚定决心。

1991 年 7 月 1 日，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今
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20］( p1627) 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世界的东方谱写
了辉煌壮丽的史诗”［20］( p1628)。“七十年里，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
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 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历史; 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逐步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这 件 事 还 正 在 做。这 三 件 大 事，使 中 国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20］( p1631) 用三件大事概括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成就，成为庆祝建党生日的标识性话
语，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

200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建党生日逢十纪念，党中央召开庆祝建
党八十周年大会。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 “八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党员只有五十几人，面对的
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党已经成为在全国执政五十多年、拥有六千四百多万
党员的大党，中国人民已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巨大变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历
史奇迹。回顾党和人民在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展望党和人民在新世纪的
伟大征程，我们充满必胜的信心和力量。”［21］( p264) 他将鸦片战争后的 80 年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 80 年
进行了比较，强调“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
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21］( p26)。从历史比较的角度阐述建党意义，显示了对新世纪引
领中国发展进步的高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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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7 月 1 日，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中迎来建党八十五周年纪念。胡锦涛在庆
祝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八十五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
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22］( p520)“八十五年来我们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创造性实
践，为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22］( p521)“我们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的八十
五年里写下了光辉篇章。我们党也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谱写更加壮丽的篇
章。”［22］( p535) 这个讲话突出了永葆先进性的主题，对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2011 年 7 月 1 日，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胡锦涛发表讲话指出:“九
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今
天，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十三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指引下满怀信心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3］( p521) 在这个讲话中还有两个亮点，一是在建党生日
的喜庆时刻，提出必须应对“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问题，强调“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
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
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二是提出以改革
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3］( p528)。讲话体现出鲜明
的忧患意识，形成加强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意识和科学化的价值取向。

2016 年 7 月 1 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九十五周年纪念。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九十五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
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
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
进的现实基础。”［24］( p543)“我们党已经走过了九十五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
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
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不要忘记初
心、继续前进。”［24］( p34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和使命提出全面要求，强调
全党必须坚定“四个自信”，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
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4］( p348)。“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信心为人
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4］( p349) 这些话语铿锵有力，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向全世
界传递出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讯息。

改革开放新时期，庆祝建党生日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盛事，它不仅是党的盛典，也是人民的
节日。这是因为史无前例的伟大创新实践，把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成败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捆
绑在一起，中国改革开放的路能不能走下去，我们党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人民群众也密切关注。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共产党执政了 74 年遭遇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
低谷，怎样扛住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怎样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需要中国共产党从理论
和实践上作出新时代的回答。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 40 多年，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以贯之的创新实践中，推动中国与时俱进地发展，团结带领人民创造出世所罕
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每逢七一，党中央召开庆祝大会，总书记发表讲话，紧紧围
绕形势发展要求和党的工作部署，形成鲜明的主题。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的建党纪念活动，《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庆祝党的生日，浓厚的政治氛围营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地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懈奋斗的新气象。

四、庆祝建党生日活动历史意义的现实启示

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时光荏苒，岁月留痕。历史留给人们的不只是集体记忆，更是智慧财富。人
都喜爱自己生日的庆祝，因为一个自然生命的诞生具有纪念意义。政党发展的过程是政治生命延续的
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风风雨雨的淬炼中历久弥坚，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
把庆祝建党生日作为精神激励的举措，对于不断焕发青春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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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追述不难看到，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生日有着显著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功能。建党生日
是党员的“政治生日”，如同入党宣誓、重温入党誓词一样，庆祝建党生日也是一种政治仪式，是全党开
展政治生活的必需环节。以“七一”为时间节点开展建党生日庆祝活动，尤其是在逢十纪念时以高规
格、大场面举行热烈隆重的庆祝，庄重的政治仪式给人以历史厚重感。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庆祝大会上
发表讲话，回顾党的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接力奋斗的要求和任务，指明砥砺奋进的方向和目标，以
此体现政治领航、思想引导、行动指南的作为，在不断强壮党组织健康肌体的同时，也为全国各族人民增
添了正能量。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庆祝建党生日有助于强化党组织、党员和党员干部对党的归属感，提高忠诚
度。建党生日庆祝的意义在于加强历史记忆，教育全体党员牢牢记住在政治实践中自己从哪里来、从何
处出发，深刻认识在政治生命的历程上自己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并通过成长经历的回顾，清楚地了解
自己是怎样走过来的、遭遇了什么，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从而为更好地再出发、再奋斗明确方
向、增添力量、提供智慧。庆祝建党生日的重要目的是通过庄重的政治仪式强化党的意识，促进全体共
产党员“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
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要与党同心同德”［25］( p101)。“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26］( p519) 对党忠诚必须是绝
对的、无时无刻的、不讲条件不打折扣的，必须坚决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自
己的政治生命融入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伟大事业之中。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庆祝建党生日有助于紧密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巩固思想共识，增强政治认同，促
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建党生日庆祝的意义在于促进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产生思想教育入脑入心的效果。通过建党生日的各种庆祝活动，可以使全国各族人民
深切感知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 可以使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认识中国共
产党建党干什么、怎样干的、干成了什么、还将如何干; 可以使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可以使全国各族人民愈益树立“四个自信”，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把建党生日庆典与人民的节日统一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动
员的体现。

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政治生日”“政治生命”“政治生活”“政治仪式”的丰富内涵赋予庆祝
建党生日以特别的含义，全体党员都必须认真加以对待。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看，我们党 9100 多万党员中，年轻党员 30 岁及以下党员 1231. 5 万名，31 至 35 岁党员 994. 6
万名，36 至 40 岁党员 882. 7 万名，41 至 45 岁党员 864. 4 万名，46 至 50 岁党员 936. 2 万名，51 至 55 岁
党员 879. 4 万名，56 至 60 岁党员 745. 1 万名，61 岁及以上党员 2657. 7 万名［27］。从这个结构看党员年
龄层次，不管入党多长时间，他们在党的百年历程中只是走了其中的一段路，还需要全面了解党的奋斗
历史。需要强调的是，青年党员经历有限，更加需要从庆祝建党生日活动中汲取力量，加强中国共产党
矢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 100 年历史的知识学习，提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心和使
命的觉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
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
里去，很容易走散了、走丢了”［26］( p538)。庆祝建党生日就是要使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认识到，自己还走在
100 年前那批开创者走的路上，自己的身上还保存着党创建时的红色基因，自己的脉管里还流动着老一
辈共产党人优良传统的血液，必须握住接力棒，跑好每一站，拿下新成绩，把党的事业不断延伸发展下
去。

追述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生日的历史活动具有现实启示。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凡是过往，皆
为序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创造的光辉成就已经载入史册，新征程意味着新出发，新的伟大斗争
等待着我们。2021 年 2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
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们要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坚定理
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植根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28］“七一”即将到来，纪念建党
生日因逢百年大庆而具有深远意义。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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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性成果，胜利完成了全国贫困县、村和农村贫穷人口全部脱贫的任
务，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 年是开启百年大党再出发之年，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启新征程，向着 2035 年基本建成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目标进军。这样特殊的年份自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加强建党百年的宣传无疑是党进行思想
教育和政治动员的良好契机。

八十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结尾写道: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
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
的。”［4］( p709) 置身那个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读这段鼓劲励志的话一定热血沸腾。今日中国，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向着光明前景奋斗的路越走越踏实，中华民族离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能力越来
越强。以庆祝建党百年生日为契机，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张蓝图干到底，

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一代接着一代持续奋斗，中国人民必定能迎来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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