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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揭析

■梁化奎

［摘 要］ 1936 年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纪

念活动，首开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之先河。此前主要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共思想和组织的制约，

以及遵义会议前中共领导核心的不稳定、不成熟，而一直没有举办过此类纪念活动。首次中共诞

辰纪念活动的举办抓住了当时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出现的有利因素，组织筹备充分，纪念形式多

样，纪念主题高度关注现实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纪念活动中还产生了几个极具政治表达功能

与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念文本。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它在中共党史上却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给我们留下一些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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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是我国除国庆

外最具规模效应、影响力、历史延继性和意义

承载价值的重大纪念活动。可是，这一纪念活

动究竟起于何时、缘于何由? 首次纪念活动是

如何组织运筹的? 有哪些纪念方式? 规模和效

果如何? 对后来这一纪念活动的开展又有哪些

影响? 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湮而不彰，尤少见系

统缜密的爬梳研究。

一、1936 年前没有举办中共诞辰

纪念活动的原因

从现有资料看，中共诞辰纪念活动最早可

追溯到 1936 年。不过，对于纪念活动的作用

和意 义，中 共 却 是 早 有 认 识。据 对 1922—
1927 年登载在《向导》和 《新青年》上有关

纪念文章的统计，其中涉及到的纪念对象已有

19 个。① 1926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一项议决

案中提出，要把汇编附参考材料的 “各种纪

念日宣传大纲”，作为中央宣传部 “急应”开

展的工作之一。② 1931 年 4 月，中共中央针对

苏区的宣传工作作出决议: “一切纪念节在苏

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③ 这一

时期，由于纪念活动的作用日益被放大，甚至

在苏区出现了 “把纪念活动主观化、理想化”
的问题，“让人感到中共纪念活动不仅无所不

在，而且无所不能”。④ 但换个角度看，这恰

又表明纪念活动作为一种能够产生希望中的共

同行动的政治象征，至少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

已成为中共经常使用的一个战术上的方法。
对于 1936 年前中共没有举办过纪念自身

诞辰活动的原因，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党在成

立后即投入到了紧张的领导革命的斗争之中，

党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没有可能组织统一的纪

念党成立的活动。⑤ 但上述事实说明，这样的

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从对历史的深入解读

63

党的文献 2011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童小彪: 《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

动的发展特征》，《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7 期。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1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6 页。
童小彪: 《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

发展特征》，《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7 期。
参见黄德渊: 《“七一”纪念活动的由来与党

的“先锋队”问题的提出》，《党史博采》2003 年第

9 期。



看，笔者认为，其中关键的原因，是由当时共

产国际和中共之间复杂而特殊的关系决定的。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

国际的决议，自此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

支部;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中共解除了对于共产国际

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

国际宣布解散之际中共即提出，中共的产生和

发展，“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是曾经有过重

大作用的”，然而， “要由一个国际领导中心

来集中地解决一切国家的各种问题，是如何不

可设想”。① 在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关系的认识

评价中，周恩来在 1960 年 7 月曾说过，共产

国际从成立到解散的 24 年， “它是两头好，

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 中间差，也

不是一无是处”②。总的来说，共产国际对中

共的产生和发展有过积极贡献，但在其一味强

调高度集中的组织结构框架下，中共的成长和

发展也曾因此受到过种种制约和影响。
国共合作之初，陈独秀即对共产国际对待

中共缺乏平等精神的做法，表达了不满。他在

写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中说，共产国际代表

“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

党”③。对于这种不满，斯大林却采取了十分

轻视的态度，并在写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

中要求中共“建立党务顾问制度”，所有党务

顾问都要“受中央总顾问 ( 他也是共产国际

的代表) 的指导”，认为 “鉴于现时的中央软

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形和业务不精通，这些

‘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④ 随后共产

国际不断强化了 “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

的忠实”⑤ 的政治理念，由是造成中共不能自

主地处理党内事务。
与一般意义上的纪念活动不同，一个政党

组织举办纪念自身诞辰的活动，实质上是一种

政治自觉、自我主体意识提升的表征。可以说，

纪念活动组织举办的过程，亦即是自我主体意

识被表达、被呈现的过程。但在上述共产国际

和中共之间复杂而特殊的关系背景下，中共显

然是不可能举办这样一个在内在逻辑上必然是

要充分肯定自我、彰显自我的纪念活动的。上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曾说: “平等就是没有老

子党。老子、儿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否认了独立

自主。”⑥ 他还说，遵义会议前中共的历届中央

领导都 “很不稳定”、 “很不成熟”⑦。所以，

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思想和组织的限制，

制约了中共自主意识的生发; 另一方面是遵义

会议前中共领导核心的 “很不稳定”、 “很不

成熟”，中共很难形成自我主体意识。这种情

状直到共产国际七大后，伴随着国际国内、党

内党外出现的有利因素，方才创造了突破共产

国际和中共关系旧模式的条件，也为中共诞辰

纪念活动的举办提供了契机。

二、举办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

国际契机和国内因素

上世纪 30 年代初，德国法西斯势力在欧

洲迅速崛起，日本法西斯势力则发动了对中国

的侵略。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因此面临着巨大困

难，这促使共产国际领导人不得不认真检视其

过去推行的 “左”的策略和政策。1934 年 2

月，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到了莫

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必须转变共产国际的世界

革命策略。在此背景下，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73

首次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活动揭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50—451 页。
《周恩来 选 集》下 卷，人 民 出 版 社 1984 年

版，第 300—301 页。
《共产国际、联共 (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

料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39 页。
《共产国际、联共 (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

料丛书》第 4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8—409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49 页。
《邓小平年谱 ( 1975—1997) 》( 下) ，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81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版，第 298 页。



8 月 21 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

代表大会。
大会批判了 “左”倾 关 门 主 义 的 错 误，

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任

务，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是要建立反对

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大会通过的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指

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再 “直接干涉各国共

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各国共产党可以

“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形和特点”，“迅速地

和独立地来正确地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

务及策略任务”。决议还提出，应当 “改变宣

传鼓动的方法”。① 据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取

消了向各国共产党派遣全权代表和顾问的制

度，改为同各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联

系。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在大会上得到了共产

国际主要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威廉·皮克称誉

中国红军“享有不朽荣誉”，中国革命是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 “榜

样”和“范例”。② 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

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

“八一宣言”。季米特洛夫表示: “我们赞同英

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 同中国一切

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

本帝国 主 义 及 其 走 狗 的 广 泛 的 反 帝 统 一 战

线。”③ 在这里，季米特洛夫用了 “兄弟的中

国共产党”的说法，意味着共产国际与中共

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就为中共举办庆

祝自身诞辰的纪念活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国

际契机。
另一方面，从大革命失败至遵义会议，中

国共产党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其间党

的力量曾遭到极大削弱，一度有濒临覆灭的危

险。但 是 那 时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正 像 毛 泽 东 在

《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 “并没有被吓倒，

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

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

战斗了。”④ 他们取得了四次反 “围剿”斗争

和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

危为安的关键，它使中国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前

途和希望，坚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

不可战胜的力量。
1935 年 11 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

从莫斯科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

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陈线的

决议精神; 12 月 17 日至 25 日，中共在陕北

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后

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现时革

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

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

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

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他还强调说，

“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

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

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

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

的台柱子”; 这就是说， “只要共产党和红军

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

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

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

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⑤ 这些坚定而自信

的话语折射出中共正在走向政治上的成熟。
对于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表现，胡绳

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曾



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其间， “国内外敌

人曾认定中国共产党要彻底失败。可是，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们在常人难以想像的险恶环

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

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付，埋头

苦干，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

的局面”。① 中共在险恶环境中的顽强存在和

发展，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也赢得

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敬重。这使中国共

产党人深感自豪并备受鼓舞。他们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党的正确、光荣和伟大，更加珍爱自己

的奋斗历史，从而更自觉地肩负起自身的历史

使命。这是组织举办党的诞辰纪念活动的一个

先决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上述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出现的有利因

素，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和自我主

体意识。在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尚未恢复

通讯联络之际，身处国际共运中心的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无疑最先把握住了上述有利因

素并迅速对此作出了反应。一方面，他们需要

对新的形势和环境作出分析和评估，以便重新

确立党在历史中的方位，明确新的任务; 另一

方面，他们需要在肯定自我成绩的基础上，检

视总结经验教训，说明中共在新的阶级关系下

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先锋队的必然性，进

而选择那些能够产生希望中的共同行动的各种

象征，来提高党的政治威望特别是在争取民族

和社会解放斗争中的领导威望。

三、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

筹划过程及现实诉求

共产国际七大后，根据新的组织分工，共

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负责处理中国

问题，其书记处机关秘书处由 1 名中国问题政

治助理 ( 米夫) 、2 名中国问题顾问 ( 瓦西里

耶夫和克雷莫夫) 、1 名秘书 ( 康生) 等共 12
名工作人员组成。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季米特

洛夫直接与中共代表联系。② 可以看出，在中

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尚未恢复直接联络之际，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地位明显提高了。1935

年 12 月 23 日，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制定 出 一 份 “1936 年 第 一 季 度 中 国 工 作 计

划”。其中提出 “为纪念中共成立 15 周年做

准备”，并列出需要准备的内容与人员分工。
包括: 出版系列纪念性小册子; 在中国各阶层

中调查对中共的看法; 出版纪念中共成立 15

周年的报纸和杂志。人员分工则涉及到王明、
李立 三 ( 李 明 ) 、陈 潭 秋 ( 徐 杰 ) 、潘 汉 年

( 博林) 、郭绍棠 ( 克雷莫夫) 等。这份工作

计划中，还安排在 3 月 22 日由康生汇报关于

纪念中共成立活动的准备工作。③ 这样在 1935

年底，组织举办中共诞辰纪念活动一事，就被

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6 年 2 月 2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交了一份关于干

部问题的书面报告。其中提到: 在筹备纪念中

共成立 15 周年的过程中，应当让在美国出版

的《先锋报》和在巴黎出版的 《救国时报》，

在国际范围内调查、征询各界人士对中共的看

法，并将答复后的调查表汇编出版，“以便更

加提高我党的政治威望”。同时还建议: 利用

一切机会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 出版党内已牺

牲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的文集，

以及现时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单独

文集，“以便更加提高我党作为中国人民在争

取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袖的威望”。④这

里明确指出了举办纪念活动的目的和现实诉

求，即在于更加提高党的政治威望，尤其是在

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袖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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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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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资料丛书》第 15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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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资料丛书》第 15 卷，第 73—74、77 页。
《共产国际、联共 (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

料丛书》第 15 卷，第 122—123 页。



3 月 4 日，米夫也提交了一份 《关于中共

干部问题的书面报告》，再次强调了中共驻共

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上述四项建议。其中说

到: “要有步骤地揭露敌人把我党说成是阴谋

者集团的企图。要利用一切机会证明，共产党

人是最忠诚的爱国者和为人民群众的民族解放

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先进战士。例如，为此目

的应当在中共成立 15 周年之际 ( 1936 年 6
月) 好好筹备并广泛开展群众运动。”①

3 月 5 日，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成员共同草拟了一份关于 《中国的形势和中

共的任务》的指示 文 件 草 案。草 案 中 提 出，

应当很好地准备并广泛开展与中共成立 15 周

年有关的群众运动，出版一批有关党史概述、
中共烈士和党的著名领导人的传记。同日，米

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书记处写信，提请审议上述草案，并建议将其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或共产国际

执委会的指示信，以待“供中共中央批准”。②

信中还开列出一份关于开展纪念中共成立活动

的详细计划。提出“6 月中，要在中国境内外

开展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如在莫斯科出版

中共历史概论、中共烈士和党的杰出领导人的

传记和文集，出版多种语言文字版的纪念中共

成立 15 周年的杂志专号，组织一系列的会议

和报告; 在其他国家，各兄弟党要举办声援日

或声援周，在党报上发表纪念中共成立的文章

或短评; 另外，将上述材料寄给中国各社会团

体、各界人士和各报刊编辑部，等等。③

3 月 27 日，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就上述指示文件再次提交了一个 “补充建

议”。其中提出，委托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

“精心准备并广泛开展一次纪念中共成立 15

周年 ( 1936 年 7 月) 的群众运动。在此日期

之前出版一套中共党史论文集、烈士以及党和

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记，出 《共产国际》和

《国际新闻》专刊，中文报纸 ( 《救国时报》)

出专号，同时保证为国际共产党报刊提供相关

的资料”④。至此，有关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

组织领导、活动主题、纪念规模和形式等，已

准备就绪。
6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

通过了由王明和米夫起草的 《关于中国共产

党成立十五周年的决定》。该决定提出: ( 1 )

中共成立 15 周年的庆祝活动推迟到 8 月 7 日

举行; ( 2) 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 8 月 1

日前筹备出版多种语言文字版的中共党史概述

的小册子，为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的传略

文集，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略文集; ( 3)

《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编辑部要在 8 月

1 日后出的最近一期上发表 3—4 篇纪念中共

成立和专论全民抗日任务的文章; ( 4 ) 责成

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部组织一些兄弟党给中共

发贺信，并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城市举行群

众声援集会; ( 5 ) 责成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

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校长，为学生组织举办

纪念中共成立 15 周年的系列报告，或是举办

内部展览。⑤ 1936 年 7 月 25 日，巴黎 《救国

时报》发布消息说: “党中央已议决于本年 8

月 7 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纪念，在全

国各地筹备举行庆典。”⑥ 这则消息显然来自

上述决定。《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

决定》的批准通过，标志着纪念活动的筹备

工作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首次中共诞辰纪念

活动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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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形式、
纪念文本及其政治表达

纪念活动的开展，需要借助一定的具体形

式。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综合运用了多种纪

念形式，而且在纪念活动中还产生了几个极具

政治表达功能和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念文本。
( 一) 召开纪念会。关于这个纪念会，目

前能够看到的文献资料，仅是陈潭秋在纪念会

上所作报告的讲话提纲。由陈来作纪念报告，

不仅因为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重要成

员，更因为他是当时在莫斯科的唯一一位曾参

加过党的成立大会的中共党员。对此陈在报告

中也讲得很清楚。他说: “代表团因为我是参加

过党的成立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

要我作关于党 15 周年纪念的报告。”陈在报告

中指出: 中 共 现 在 已 经 是 共 产 国 际 除 联 共

( 布) 外最优秀的支部，在民族命运悬于一发

之际，我们“应当更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更深刻的研究党的斗争历史和目前新政策”。①

( 二) 发表社论、发布消息及给中共中央

发贺电。创办于 1935 年 12 月 9 日在巴黎出版

的《救国时报》，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的机关报，作为一份海外中文报纸，主要宣

传党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在庆祝中共成立 15

周年之际，该报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成

立十五周年纪念》的 社 论。并 发 布 消 息 说:

“党中央已议决于本年 8 月 7 日为中国共产党

成立 15 周年纪念，在全国各地 筹 备 举 行 庆

典。”1936 年 8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

中共中央发去贺电。贺电中说: “值此中国共

产党成立 15 周年之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谨向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致

以热烈的祝贺。”② 贺电正文部分，基本上是

季米特洛夫当时撰写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十

五周年纪念》一文的内容。
( 三) 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纪念活

动中， 《共产国际》中文版第 4—5 期合刊、
俄文版第 14 期、英文版第 44 期，以及在巴黎

出版的《救国时报》、《全民》月刊第 7—8 期

合刊，分别以专栏的形式发表或转登了一些纪

念文章。如季米特洛夫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

十五周年纪念》、陈潭秋的 《第一次代表大会

的回忆》、王明的 《为自由独立幸福的中国而

奋斗》、唐古 ( 曾山) 的《广州起义的回忆》、
施平 ( 陈云) 的 《中共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

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李光 ( 滕代远) 的 《井

冈山的回忆》等。季米特洛夫在纪念文章中

指出: 中共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相区别的地

方，在于它同时担负了双重任务: 即在苏区它

“是掌握政权的党”而在不断地进行武装斗

争; 同时中国其他区域内，它在秘密条件之下

又组织领导着群众的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在

艰险困难的环境下，中共能够发展成为一支强

大政治力量，“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

有根深蒂固的联系，不屈不挠地拥护中国人民

的利益”等原因。季米特洛夫在文中重点阐

述了中共现时面临的任务，指出了实现党的政

策转变的途径和方法。③ 陈潭秋的 《第一次代

表大会的回忆》一 文，发 表 在 1936 年 8 月

《共产国际》中文版第 4—5 期合刊上。首次

中共诞辰纪念活动中产生的这一纪念文本，目

前也是党史界公认的最早翔实地记述了中共一

大召开细节经过的珍贵历史文献。
( 四) 出版纪念丛书。1936 年 7 月，莫斯

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成立 15 周年纪

念丛书。其中包括由米夫撰写的概述中共党史

《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

周年纪念》，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分

工撰写的 《烈士传———纪念我们为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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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奋斗而牺牲的战士》一书。米夫的小册

子《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出版后，一度被视

为是“引人入胜的”、 “广为流传的第一部中

共简史”。① 米夫在这个小册子中指出: 中国

共产党人“与广大群众有着紧密联系”， “始

终坚定为民族利益而斗争”， “真正不愧称为

民族 英 雄”， “实 为 中 国 最 优 秀 青 年 之 菁

华”。② 《烈士传》一书收录了从五卅运动至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牺牲的 25 位烈士的传

略。该书前言部分是一篇题为 《纪念我们英

勇牺牲的先进革命战士》的文章。文中写道:

在纪念党的 15 周年之际， “我们深刻地忆念

着追悼着我们光荣牺牲的革命战士”， “所有

他们的名字，都是与中国人民及共产党伟大斗

争的历史，永远不可分离的; 而他们一生的丰

功伟业，更是千古光辉的。不仅他们的生平事

业，我们永远可歌可泣，就是他们的气节风格

亦可为一切革命者永久模范”。我们纪念死难

的战士， “正是要在抗日救国的神圣旗帜之

下，承继他们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发扬他们

所积累的丰富的革命经验，踏着他们的血迹，

向前迈进”。③

五、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

特点、历史地位和作用

首 次 中 共 诞 辰 纪 念 活 动 具 有 以 下 几 个

特点。
第一，在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史上，它是唯

一一次高调、高规格在海外组织举办的纪念活

动。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之所以出现在当时

国际共运中心莫斯科，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1936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

断了一年又八个月的通讯联络之后，中共中央

书记处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发去了

“第一号电报”，7 月 6 日中共中央收到王明的

回电，自此双方的通讯联络方才恢复。这时，

中共成立 15 周年纪念活动已在莫斯科开启，

因此没有能够在国内同步进行，这就使得此次

纪念活动在地域和受众范围上不能不受到一定

限制。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地是在海外，它又

十分有利于塑造中共的国际形象，有利于扩大

中共所实行的新政策在海外的影响。
第二，此次纪念活动于 1936 年七八月间

进行，并没有提出中共诞辰纪念日的确切日

期。《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决定》
中提到的 8 月 7 日，是说纪念活动 “推迟到 8

月 7 日举行”，并没有说 8 月 7 日就是中共诞

辰纪念日。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

泽东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讲演 《论持久战》
时提出: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

的十七周年纪念日。”④ 将 7 月 1 日定为中共

诞辰纪念日由此被提了出来。同年 6 月 12 日，

陕甘宁边区党委下发的 《关于纪念抗战一周

年和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的通知》中说: “我们

决定从七月一日到七日为 ‘抗战周年纪念及

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⑤ 随之， “七

一”一词开始出现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机关

报《新中华报》上。又过 3 年，即 1941 年 6

月，在中共中央下发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诞

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七

一”一词被首次写进了中央正式文件。自此

之后， “七一”遂 成 为 全 党 例 行 的 节 庆 纪

念日。
第三，组织举办纪念活动的主体的政治身

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特殊性。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作为这一纪念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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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举办者，其主体政治身份虽然只是中共中央

的一个派驻机关，但从当时它在党内的地位和

影响看，其动辄以 “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

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或是发布

消息，因此它作为纪念活动的主体的政治身份

显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时，在中共中央与

共产国际失去通讯联络的情况下，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的言辞、话语和姿态，明显带有是

在代表中共最高层讲话或行动的性质。另外，

在整个纪念活动的运作过程中，共产国际执委

会的参与和指导几乎是如影随形，这就更增加

了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组织举办者的主体的政治

身份的模糊性和特殊性。
第四，此次纪念活动留有 “左”倾后遗

症影响的印记。如米夫在写到大革命时期的历

史时，即文过饰非、推诿责任地说，对于民族

资产阶级可能背叛革命，“共产国际是及时预

告了中国共产党的”; “由于共产国际的正确

策略，方保证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异常重要的胜

利”。① 为了突出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

和形象，米夫吹捧说，斯大林在解决中国革命

问题上“起着极大与显著的作用”， “不深刻

研究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切著作

和言 论，要 想 研 究 中 国 革 命 问 题 是 不 可 能

的”。② 如此等等。纪念活动存在的这些局限，

自然会对纪念效果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
历史地看，首次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尽管有

一定局限，但无论是在中共诞辰纪念活动史上

还是在中共党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

作用。
首先，它首开中共诞辰纪念活动之先河，

开创了中共诞辰纪念活动的传统。自此以后，

规模不同、形式多样的党的诞辰纪念活动在中

共历史上从未间断过。另外，它高度关注现实

问题，凸显了这一纪念活动的首要品质; 它组

织筹备充分，纪念形式多样，活动中还形成了

几个极具政治表达功能与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念

文本，这为后来这一纪念活动的组织开展，以

及纪念传统的形成、纪念文化的建构奠定了重

要基础。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 “中共的

‘成立’，即指 1921 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

主要是 1949 年以后的事”。“中共‘一大’是

后来才被赋予超越实际的象征性意义的”。准

确地说，“中共‘一大’是被成为执政党的中

共赋予了特殊意义的”。③ 但事实是，首次中



直到现在，“我们还找不到像欧美社会民主党

那样的拥有部分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人政党

与中国共产党对立，也找不到像中欧东欧那些

自称为代表农民利益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政党

或像俄国的社会革命党来与中国共产党对抗，

这不仅是由于环境的不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