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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纪念文化的当代建构

———以 1949－1966 年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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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纪念文化是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借助执政优势，发掘纪念资

源，完善纪念制度，凝练纪念思想，构建了纪念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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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纪念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对相关的历史人

物或事件进行回忆、怀念、反思和追问时，形成的纪

念资源、纪念制度和纪念思想的总和。纪念活动是

中共重要的实践形式，纪念文化是政党文化的重要

内容和主要形式。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就积极开展

纪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执政以后，特别

是 1949－1966 年间，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创章立

制，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纪念文化体系。

一、发掘纪念资源，夯实中共纪念文化的客观基

础

纪念资源是关于纪念活动的各种材料，其中以

纪念对象为中心。作为纪念对象及其多方延伸，中

共纪念资源是中共纪念文化的客观基础。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 1949－1966 年间，中国共产党借助执政

优势，积极发掘纪念资源，夯实了中共纪念文化的客

观基础。
( 一) 纪念对象推陈出新

纪念是通过一定的仪式和程序，定格和放大特

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来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影响

人们的情感倾向和政治选择，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文

化活动。纪念对象在纪念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选择纪念对象是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基础。中共选

择纪念对象时，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是中共的

政治立场，二是现实的政治需要; 前者体现其原则

性，后者反映其灵活性。

其一，体现历史传承，保持相对稳定。以《中国共

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为依据，我们对 1950－1965

年间关于纪念活动的中央文件作了统计( 见表 1) 。

分析中央发布文件号召全国纪念的对象可以看出，执

政以后，中共的纪念对象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纪

念国际共运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在统计表中，这

类纪念对象有五一、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中苏条

约、马克思等 6 项，占总量的 40%，其中纪念五一、纪
念十月革命的文件数量分别列第二和四位。二是纪

念中共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统计表显示，这类纪念

对象有十一、七一、八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等 4 项; 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排位靠前，其中纪

念十一、纪念七一、纪念八一分别列第一、三、五位。

三是纪念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重要人物和事件。

统计数字显示，这类纪念对象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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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二八、孙中山、五四等 5 项，其中纪念抗日战争

和纪念抗美援朝文件数量分别列第六、七位。可见，

执政以后，虽然中共纪念的具体对象有所调整，但中

共纪念对象的整体格局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①

表 1. 1950－1965 年中共中央关于纪念活动的文件统计表② 单位: 个

纪念对象 十一 五一 七一 十月革命 八一 抗日战争 抗美援朝 列宁 斯大林 二二八 中苏条约 孙中山 《讲话》马克思 五四

1950 1 1 4
1951 2 5 2
1952 2 2 1 1 2 2 1
1953 1 1 1 1
1954 2 1 1
1955 1 2 1 1 1 1 1
1956 1 1 1 2 2
1957 1 1 2 1
1958 2 1
1959 3 2 1 1
1960 1 2
1961 1 1
1962 1 1
1963 1 1 1
1964 1 1
1965 1 1 1 1 1
总计 21 13 9 7 6 6 4 3 2 2 2 2 2 1 1

其二，反映时代特征，凸显执政地位。中共纪念

对象的基本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其具体内容和结

构比例则处于不断地调整变化之中; 其变化趋势是

日益重视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纪念，这

体现了中共执政地位的确立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一

是十一国庆成为标志性的纪念活动。中共对不同的

纪念对象，纪念规模有别，其中以国庆的级别最高。

从上述表 1 中，可以看出其受重视的程度，1950—

1965 的 16 年间，除 1960 年情况特殊( 严重困难时

期) 以外，中共中央每年都有关于国庆的专门文件，

文件总数量达 21 个，大幅领先于处于第二位的 13

个，更远远超过了平均数。新中国成立完美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与中国历史发展三者的良性

互动，国庆也成为一个绝佳的宣传契机。二是中苏

关系和朝鲜战争一度成为纪念热点。建国初期，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理所当然地体现在纪念活

动中，1950－1965 年中共中央关于纪念活动的文件

统计数据显示，在文件涉及的 15 个纪念对象中，与

苏联有关的达 4 项，分别是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

中苏条约; 与西方阵营的对抗，则通过纪念抗美援朝

体现出来。但随着国际共运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变

化，这方面的纪念活动归于正常的平静。三是与祖

国统一相关的纪念活动受到关注。建国初期，中共

的对台政策有一个转变过程，即从急切地采用武力

解放台湾，到从长计议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在纪念

二二八和纪念孙中山时，中共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深

度表达。以后，这个话题虽长期存在，但体现这个话

题的纪念对象做了调整，淡化了对台湾二二八起义

的纪念，其任务由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纪念等承

担。

执政以后，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保持历史传

承的基础上，对纪念对象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一个适

应时代需要的纪念对象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三部

分: 纪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重大历史事件，体现其政党性质; 纪念中华民族历

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展示

其民族传承; 纪念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杰出代

表和重大事件，反映其执政合法性。

( 二) 构筑多元纪念空间

纪念空间是纪念对象的存在形式，是纪念对象

在不同维度的拓展和延伸。执政以后，中共逐步建

造了多元纪念空间，包括物化纪念空间、流动纪念空

间和虚拟纪念空间。

其一，纪念建筑凝固的物化纪念空间。纪念碑、

纪念亭、纪念馆、纪念园、纪念像等纪念设施，它们以

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共同凝固成物化纪念空间，以

期永久纪念。一是在纪念对象的所在地、发源地或

发生地修造纪念建筑。1950 年，《革命军人牺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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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褒恤暂行条例》规定: “为对烈士瞻悼景仰，各地

得建立纪念碑、塔、亭、林、墓等”。［1］405在纪念对象的

所在地、发源地或发生地，由纪念碑、纪念馆、纪念故

居等多种纪念建筑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一个空间，成

为一个纪念单元。二是将纪念建筑按不同主题连成

串。如 1951 年，中央明确要求，对关系中国共产党

历史的重要遗迹遗址，“用适当方式保存，留作纪

念”; ［2］249同时搜集“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
稿、回忆、传记图片等”，加以整理、出版和陈列。［2］258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共在大量的纪念建筑中，

分五批遴选了 174 处公布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

物保护单位。这次遴选，涉及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

期的重大事件和牺牲的烈士，凸显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主题。今天的红色旅游景点、红色旅游线路，就反

映了物化纪念空间的分布格局。

其二，纪念行为营造的流动纪念空间。所谓流

动纪念空间，即是由集会演讲、游行示威、娱乐活动

等各种纪念行为共同营造出来的，具有流动性特点

的纪念空间，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集中的示范

性纪念仪式。每逢纪念之时，中共各级组织都集中

举行纪念大会、座谈会、研讨会、表彰会、联欢会和晚

会等各种纪念仪式。如 1950 年国庆，“北京及各大

行政区中心城市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示威”，“各

省会及其他重要城市举行群众游行示威”。［2］116这样

的纪念方式庄重、热烈，具有典型意义; 通过媒介传

播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充分发挥其示范作

用和引导功能。二是分散的群众性纪念活动。每逢

纪念之际，基层群众借助参观访问、劳动服务、体育

比赛、诗歌朗诵、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书画竞赛等活

动，来抒发自己的心情，表达纪念的意义。如 1960

年的五一纪念，在城市开放一切公园和娱乐场所，在

农村组织各种文艺表演和体育表演，“使全体人民

尽情地欢乐地度过这个节日”。［3］191这种纪念方式自

由、轻松，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行。流动纪念空间即

由上述纪念行为共同营造，广大参与者既是信息源，

同时又是信息传播途径，其行为构成一个巨大的流

动纪念空间。

其三，现代传媒构造的虚拟纪念空间。一是每

逢纪念之时，报刊杂志刊出纪念文字，如纪念社论、

专刊、特辑、专栏等; 广播影视则直播纪念盛况，回顾

历史事件，报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从而用文字、

图像和声音建构出一个抽象的纪念空间，把纪念活

动生活化、大众化。如十月革命 40 周年纪念之时，

报纸、刊物、广播电台有计划地协同宣传，通过“连

续报道各种纪念活动情况”，“介绍十月革命历史以

及苏联四十年来的伟大成就”，［3］58 构建了一个主题

突出、目标明确、效果显著的抽象纪念空间。二是利

用互联网这种强势传媒，建设网上纪念平台，推动中

共纪念文化的发展。除了各个纪念馆都推出网上版

本外，人民网专门推出了“党史人物纪念馆”，纪念

毛泽东等 6 位领袖、习仲勋等 14 位元勋、朱德等

1614 位将帅、毛岸英等 300 多位革命先辈。共青团

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档案局共同主办了

“民族魂”网站，首期工程收集整理了 310127 名著

名烈士的生平事迹，目标是争取用 3 年的时间使网

站介绍的烈士达到 10 万名，使网站成为永久性、开
放式的网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构网络纪念平

台，拓宽了纪念空间，增加了纪念渠道，方便了人们

的情感表达，扩大了中共纪念文化的影响。

物化纪念空间、流动纪念空间和虚拟纪念空间

各有特点、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丰富多元的中共纪念

空间。其中，物化和流动纪念空间是虚拟纪念空间

的基础，虚拟纪念空间是物化和流动纪念空间的延

伸。物化纪念空间以其历史厚重见长，但空间局限

了然; 流动纪念空间以其情景交融占优，但时间局限

明显; 虚拟纪念空间则弥补两者的不足，发挥其使用

方便、影响面广的优势。

二、完善纪念机制，打造中共纪念文化的制度平

台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积累了许多开展纪念活动

的经验; 执政以后，中共将纪念仪式规范化、纪念习

惯制度化，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的纪念制度，使纪念活

动有章可循。
( 一) 纪念仪式规范化

革命战争年代，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共的纪念

仪式相对灵活，纪念内容相对多元，缺乏统一规范;

中共执政以后，加强了对纪念活动的创章建制。

其一，规范纪念元素。一是对悬挂领袖像的规

范。1949 年 10 月，中央出台了关于悬挂领袖像的

普遍要求，统一规范公共场所悬挂的领袖像及悬挂

方式。中央还针对不同的纪念活动、同一纪念活动

的不同场合对领袖像的悬挂作出了具体规定。如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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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念时，全国党报“统一刊登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四同志像片”，“次序由右向左”; 纪念会

场则“以毛泽东同志像居中，而以马克思、恩格斯

( 居左) 、列宁、斯大林( 居右) 四像分列两侧，次序由

左向右”。［2］89八一纪念时，规定各报“只刊毛主席、
朱总司令像片”。［2］102二是对悬挂旗帜、鸣放礼炮、奏
乐唱歌的规范。八一节挂旗的具体规定是，八一纪

念会场的主 席 台 只 挂 国 旗 和 军 旗，其 中“国 旗 居

左”，“两旗并立不交叉”。［2］103 国庆节悬旗的具体规

定是，国庆节“一律悬挂国旗”，其中共产党和共青

团所主持的机关和学校，“户外悬国旗，户内悬党

旗”; 军事机关及部队营地，“户外悬国旗，户内悬军

旗”; “国 旗 与 党 旗、军 旗 不 要 交 叉 地 挂 在 一

起”。［2］294－295在举行纪念活动鸣礼炮时，鸣放礼炮的

数量，“应以周年计算，即由诞生日起，每一周年增

加一响”。［2］104在纪念会场唱歌奏乐，“应先奏国歌，

后奏国际歌”; “在临散会时，唱国际歌”。［2］246 三是

对纪念大会会场布置的规范。以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为例，中央明确要求，纪念大会的布置“以庄严

朴素为原则”; “主席台正中悬挂列宁半身画像，两

边镶挂‘一八七○—一九六○’的金色大字，其下排

列松柏，主席台台前点缀部分花卉; 主席台正面上端

悬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纪念大会’的红布金字横幅标语”。［3］189 由领袖像、

红旗、金色大字、青松翠柏等元素，营造出庄严肃穆

的气氛，成为布置纪念会场的典型模式。

其二，规范纪念程序。每一次纪念活动大致可

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有若干环节。不同的

纪念活动，主要程序基本相似，具体环节繁简有别。

一是准备阶段，通过广泛动员，营造纪念气氛。如中

共成立 30 周年纪念之时，六月初旬起，各市县即组

织筹备会，陆续在党的支部和劳动群众中宣传党的

历史; 六月中旬起，党报党刊陆续大量刊登关于党的

历史的各种记忆，各劳动人民、各界爱国人士对于解

放前后的比较和对于共产党的认识过程的自述，以

及写给党的领袖的信件。通过这些预热的措施，使

党内外群众对党的 30 周年纪念“有充分的思想准

备”。［2］236二是高潮阶段，系列纪念仪式集中亮相。

如建国十周年纪念，首都举行庆祝大会、阅兵式和群

众游行; 各省会所在城市和其他大城市，举行群众庆

祝游行; 中、小城市和基层单位举行庆祝大会; 此外，

还举办展览会或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密集的纪念仪

式，点燃了群众的激情，“让群众热烈地、欢欣鼓舞

地度过国庆节”。［3］162 三是深化阶段，通过各种途径

将纪念活动引向深入。如为纪念党的 30 周年，《人

民日报》连续发表中央领导的十几篇重要论文。在

七月一日后，中央提出要求:“各地党委应即领导全

党能阅读的党员和干部在七月份中对这些论文进行

一次学习”。［2］248 通过类似的学习和研讨活动，将纪

念活动推向深入。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纪念仪式相关规定

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变，变得更加灵活务实，但是，其

基本的风格却一直保留下来，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 二) 纪念习惯制度化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形成了一些纪念习惯; 执政

以来，中共将其中一些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习

惯性做法，通过正式文件作出明确规定，将其上升为

原则和制度。

其一，简朴节约、讲求实效的原则。一是逢五、逢
十周年举行盛大纪念。以国庆节为例，1961 年是普通

的纪念年份，中央明确通知，该年国庆的纪念办法和

规模都“同去年一样”; ［3］2341964 年是国庆十五周年

纪念，中央专门指示，该年国庆节庆祝活动的规模“可

适当扩大”，“但不要太大”; ［3］3691959 年是国庆十周

年纪念，中央多次发出通知，要求该年国庆节的庆祝

规模“应当比往年隆重热烈”。［3］161对有些纪念对象，

除逢五、逢十周年举行纪念之外，平常年份甚至不开

展纪念活动，“以资节约和表示简朴。”［2］1063 这样，中

共将“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纪念习惯，变成

了一项刚性制度。二是着重纪念经典作家的生辰。
1955 年，纪念斯大林逝世二周年之时，中央明确规定，

“以后对于列宁、斯大林等将着重在他们的生辰举行

纪念”。［2］916以马恩列斯为代表的经典作家，人数较

多，确立重点纪念其生辰的制度，可以有效防止纪念

活动的泛滥。三是注意不同纪念活动的针对性。如

建国初的抗美援朝纪念，注意把纪念晚会的会场设在

“有较 多 伤 病 军 人 的 医 院、荣 军 学 校 和 荣 军 教 养

院”。［2］590纪念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则重点由文艺界担纲，在文艺工作者中举行学习

报告 会 和 学 习 讨 论，“学 习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文 艺 思

想”。［2］242这样，利于充分发挥各种纪念活动的不同作

用，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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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遵循惯例、对等比较的原则。一是不同的

纪念活动要相互比对、彼此协调。如孙中山和鲁迅

两位历史巨人，虽然鲁迅备受中共的喜爱和推崇，但

是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亦不可撼动。因此，中山先生

诞生 90 周年之时，中共中央两次发出通知。通知特

别强调，各地报纸刊物应提前营造隆重热烈的纪念

气氛，“不要显得比纪念鲁迅来得冷淡。”［2］1187 在国

际关系中同样如此。如 1958 年的十月革命纪念，鉴

于苏联为庆祝我国建国九周年，展开了大规模的宣

传活动，我们对苏联的国庆节，“当然需要作对等的

安排”。［3］123抗美援朝 15 周年之时，根据近年来朝方

对我志愿军宣传的规模都不大的情况，中央指示我

们的纪念规模“也不宜大。”［3］407 二是既遵循国际惯

例，又坚持原则立场。如南斯拉夫建国十周年之时，

“按照庆祝各人民民主国家解放十周年纪念惯例”，

由文化部举行庆祝会和图片展览会，各中央级报纸

刊登、发表社论。［2］10391965 年的十月革命纪念之际，

虽然中苏关系已起波澜，但鉴于十月革命节不仅是

苏联的国庆，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革命节日，我们仍然本着一惯做法，高举十月革命的

旗帜，隆重地庆祝该年的十月革命节，不受苏修庆祝

我国国庆节时“有意冷淡”、“压低规格”做法的影

响。［3］410以上说明，中共在开展纪念活动时，既坚持

原则性，又体现灵活性。
1950 年代，关于纪念活动的各种规章制度密集

出台。如 1950 年八一前夕，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 4
个文件; ③对 1951 年的七一纪念，中央专门出台了 5
个文件。④密集出台的上述文件，对纪念仪式各种元

素和程序，如挂像、挂旗、鸣炮、奏乐等，作出了明确

规定。到 1960 年代，各种制度趋于稳定。以五一纪

念为例，1960 年中央规定: “从今年起，改变过去的

办法，北京不再举行大规模的检阅游行，而用分散纪

念的办法”。［3］191 此后的五一纪念，基本上都是照此

办理。⑤国庆的情况也相类似。⑥以后，中央关于纪念

活动的通知越来越少，这表明建章立制的任务基本

完成。

三、凝练纪念思想，构建中共纪念文化的精神高

地

纪念思想决定纪念文化的性质，中国传统纪念

文化的现代演进，其标志即是由专制和迷信的纪念

思想进步到民主和科学的纪念思想。执政以后，特

别是 1949－1966 年间，中共凝练纪念思想，构建了纪

念文化的精神高地。唯物主义思想原则和人民民主

的政治立场，成为中共纪念文化的思想特征; 社会主

义和爱国主义，成为中共纪念文化的主流话语。
( 一) 中共纪念文化的思想特征

中共纪念文化既是对传统纪念文化中专制和迷

信的反动，也批判资产阶级纪念文化中科学和民主

的不彻底性。通过坚持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坚守

人民民主的政治立场，中共纪念文化构筑了自己的

思想高地。

其一，坚持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一是认为人

的生死和事物的始终皆属于自然现象。虽然共产主

义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但无需避讳，要奋

斗就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4］1005 对于

如何安葬牺牲的烈士，毛泽东则提出，青山处处埋忠

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人的生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

分，生死是物质运动的一种方式; 牺牲在哪里，就安

葬在哪里，共产党人的这份豁达，体现了唯物主义的

理性精神。二是认为高尚的精神可以流芳千古。人

虽然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各有不同。“为人民

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

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4］1004这种

生死由义的思想，在毛泽东对革命英烈的许多题词

中都得以体现，其中挽刘胡兰烈士的“生的伟大，死

的光荣”，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人民英雄永垂不

朽”等，最具典型意义和深远影响。三是纪念要面

对现实、面向未来。纪念不仅是一种记忆和怀念，更

是一种反思和领悟，其目的在于激励生者积极前行。

如 1957 年，政治局面比较复杂，中央要求借助纪念

活动，“深入地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目前的形势和

任务”。［3］29一方面，向全国人民宣传一五计划的成

就，“鼓舞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热情”;

另一方面，让人民充分了解国家面临的困难，号召广

大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我们的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3］53－54 纪念既是对过去的

记忆，也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更是对未来的美好追

求。

其二，坚守人民民主的政治立场。一是贯彻平

等原则。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今后要

形成这样一项制度，“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

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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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4］1005 毛泽东

这样提议，也是这样实践的。毛泽东为烈士题写挽

联挽词，对象广泛，不分级别。在直接涉及有名有姓

的上百烈士中，就包括像张思德、刘胡兰、雷锋等一

批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战士和群众。在纪念活动中贯

彻人人平等的原则，有助于消除封建的等级观念。

二是贯彻集体主义原则。中共执政以来，一直很审

慎地对待纪念建筑物的修建，更严格控制修建纪念

个人的建筑物。1963 年，中央明文规定: 不仅“一律

不准新建和扩建纪念个人的建筑物”; 而且举办个

人纪念会、个人事迹展览会等，也要“事先请示中

央”。［3］385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对象的烈士纪念建筑

物，前后有 5 批总计 174 个单位，其中晋冀鲁豫烈士

陵园等集体陵园 149 处，占 86% ; 李大钊烈士陵园

等个人的纪念建筑物 25 处( 包括刘胡兰纪念馆等

基层党员、战士、群众的纪念建筑物 10 处) ，只占

14%。以上做法，有助于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 二) 中共纪念文化的话语内容

战争年代，革命形势的剧烈变动，迫使中共不断

调整纪念话语; 执政以后，中共纪念话语保持相对稳

定，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其核心内容。中共借

助各种纪念活动，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深入的社会

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激发“广泛的、深刻的、群
众性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高潮”。［3］132

其一，宣传社会主义。一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借助纪念活动，宣传建国初期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1957 年国庆之时，中央要

求借此机会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证明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我们党的领

导的正确性”。［3］53借助纪念活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

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如借建党 31 周年纪念之

机，号召全党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系统学习马

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注意和学习经济工作，“为即将

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准备工作。”［2］371借助纪

念活动鼓励干部群众，勇于克服社会主义事业遇到

的困难。如处于困难时期的 1961 年，中央借助国庆

节纪念，向全国人民讲明“党的方针政策”、“克服当

前困难的办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途”。［3］234

二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借助纪念活动加强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用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

义事业。如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135 周年之时，介绍

“马克思的生平及马、恩的学说”，“列宁和斯大林对

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2］549 在纪

念列宁诞辰 85 周年之际，宣传列宁的学说，重点

“联系实际”阐述列宁思想。［2］930 三是学习苏联的社

会主义建设经验。借助十月革命纪念，用苏联建设

成就的具体事实，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在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努力学习苏联的社会主

义建设经验”，［3］57 从而受到集中的“关于我们国家

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2］432四是培养

国际主义精神。如在抗美援朝纪念之时，宣传各国

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是相互支持的”; 要求我们

在宣传中，“要注意谦虚，多讲朝鲜人民和军队的贡

献，多讲朝鲜人民对我的支持。”［3］407 借 助 纪 念 活

动，不仅对我国人民进行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而

且广泛 宣 传 了 国 家 间 独 立、平 等、团 结 的 关 系 准

则。

其二，宣传爱国主义。一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借助纪念活动，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之情。如在国

庆之时，介绍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

绩，约请各界代表和普通老百姓写文叙述他们的

“生活变化思想变化和前途希望”，［2］293 发动工人

“加紧开展爱国生产竞赛。”［2］404 在抗美援朝周年纪

念之际，发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致电中国人

民志愿军表示敬意和慰问; 各地报纸发表各方致敬

函电、志愿军战士及家属的信件和访问记，使全国人

民“普遍地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2］452 二是维护

祖国统一。借助二二八纪念，号召全国人民( 包括

台湾人民) 和海外侨胞，“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

下，为 完 成 解 放 台 湾 统 一 祖 国 的 伟 大 事 业 而 奋

斗”。［2］10831959 年西藏问题发生后，借助当年的五一

纪念，回击“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的叫嚣”，揭露

印度统治者“支持西藏叛乱的面目”，［3］146 激发了全

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维护了民族团结和

祖国统一。三是继承革命传统。借助纪念活动，继

承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的民族民主革

命传统。如借助孙中山先生诞生 90 周年纪念，“着

重指出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

和平解放台湾，以及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等方面的意

义”。［2］1185借助五四运动 40 周年纪念，对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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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青年，“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革命传统教育，

号召他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3］145 借助抗战

胜利 20 周年纪念，重新出版反映抗日战争的优秀小

说、诗歌和其他文艺作品，上映和演唱反映抗日战争

的优秀影片和戏剧、歌曲，［3］402弘扬民族民主革命的

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1949－1966 年间，中国共

产党以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人民民主为根本的

政治立场，使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主流话语，构

筑了中共纪念文化的精神高地。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积累了开展纪念活动的丰

富经验，中共纪念文化开始萌芽; 执政以后，特别是

1949－1966 年间，中共通过发掘纪念资源、完善纪念

机制、凝练纪念思想，构建了中共纪念文化的客观基

础、制度平台和精神高地，使中共纪念文化具备了较

为完整的形态。中共纪念文化具有客观的历史形态

和现实的生活内容，是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

形式。提出并系统阐释中共纪念文化，对明确政党

文化的研究空间，拓展党史党建的研究视域，是一种

新的尝试。中共纪念文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带有

鲜明的民族风格，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有良好的

实践效果。中共纪念文化的建构，对推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引导民间纪念活动有序开展，促进社会主

义文化和谐与繁荣，也大有裨益。
注释:

①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对象的构成，参见童小彪的专著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2、29、42 页。

②表格中的数据源自《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学

习出版社 1996 年版。其中纪念《讲话》是指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③四个文件分别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庆祝八一的口

号( 1950 年 7 月 21 日) 》、《中央关于庆祝八一悬挂领袖像

的规定( 1950 年 7 月 22 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庆

祝八一建军节时挂旗的规定( 1950 年 7 月 27 日) 》、《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庆祝八一建军节时鸣礼炮的规定( 1950

年 7 月 28 日) 》。

④《中央关于纪念党的三十周年办法的规定( 1951 年 5 月

30 日) 》，《中央关于纪念党的三十周年时党旗的样式的

规定( 1951 年 6 月 17 日) 》，《中央关于纪念党的成立大

会上奏乐唱歌的规定( 1951 年 6 月 27 日) 》，《中央关于

纪念七一时报纸登载领袖照片的规定( 1951 年 6 月 29

日) 》，《中央关于学习‘七一’纪念论文的指示( 1951 年 7

月 3 日) 》。

⑤《中央关于纪念一九六三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通知》要

求:“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仍然按照一九六零年中央

通知的规定，不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而采用分散纪念

的办法”。《中央关于纪念一九六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的通知》要求:“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仍照过去规定，

采用分散纪念的办法”。《中央关于纪念一九六五年‘五

一’国际劳动节的通知》要求:“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仍照过去规定，采用分散纪念的办法”。

⑥中央关于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中，1961 年要求“今年国

庆节的纪念办法和规模，同去年一样”; 1962 年要求“各大

城市的纪念办法、规模及挂像登像办法等，都和去年相

同”。1963 年要求“今年国庆节的纪念办法、规模和会场

挂像、报纸登像办法，同去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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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ulture of
Commemoration: Centering around the Years 1949－1966

TONG Xiaobiao

(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Courses，Zhanjiang Normal College，Zhanjiang，Guangdong 524048)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ulture of commemor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a major
form of party cultur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with advantage of its governing status CPC scouted up com-
memorating resources，improved commemorating institutions，condensed commemorating thought，and constructed a
system of commemorat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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