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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逢国庆佳节，尤其是逢五或逢十周年的国庆节，中国共产党

都会通过发表社论与评论文章、举行游行集会与庆典大会、出版纪念图书与音像作品等形式，开

展内涵丰富的国庆纪念活动。新中国历次国庆纪念活动，表述了国家建设的境遇、目标、道路和

依靠力量等基本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话语建构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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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政治象征，是中国

共产党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每逢

国庆佳节，尤其是逢五或逢十周年的国庆节，中国

共产党都会通过发表社论与评论文章、举行游行集

会与庆典大会、出版纪念图书与音像作品等形式，

开展内涵丰富的国庆纪念活动。新中国历次国庆纪

念活动，表述了国家建设的境遇、目标、道路和依

靠力量等基本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话语建

构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和载体。 

一、借助国庆纪念活动讲述国家建设的境遇 

国家建设话语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和整合国

内外各种资源，通过活动开展、文本表达、政策宣

传、媒介融合等方式诠释国家建设基本问题，激发

社会成员的主体性，掌握中国话语主动权的过程。

这就需要借助各种资源和载体，推动国民认识国家

建设的成绩、问题和未来等。国庆纪念活动既是国

家建设话语建构的有效载体，也是表达政党价值观、

国际形势观、国家意识形态等的极佳机会。国家领

导人在新中国历次重要活动和讲话中都会估价过去

的成就和功绩，正视现实的困难和挫折，讲述未来

的前景和规划，从而更好地指导现实、开辟未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帝国主义者相继进犯中

国东南沿海、东北边境，极力阻挠中国人民的和平

建设进程。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为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抗美

援朝的重大决策。1952 年 9 月，刘少奇修改中央关

于 1952 年国庆节宣传要点指示稿：“目前我们国家

虽然担负着严重的国防任务，但仍能拿出一半以上

的财力来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
[1]
这就是说，在

新中国初期国庆纪念活动中，要注意坚定人民群众

建设新中国的信心，鼓舞人民群众在新阶段中创造

更大的成绩，从而挫败帝国主义干涉新中国和平建

设的阴谋。1952 年国庆，《人民日报》就“抗美援朝”

发表社论说：“我们的建设方针是建立国家工业化的

基础，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大量培养与训练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使我国能

够稳步地向着社会主义的伟大前途发展。”
[2]
事实上，

历次国庆纪念活动对国家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让国民了解国家的危机和

困难，教育国民发扬实干兴邦和勤俭建国的精神。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建设也不可避免地会

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这需要中国共产党及时表明

立场、主动协力应对。虽然党和国家确立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但也面临国内“左”和右

的干扰、国外“和平演变”的侵扰。1989 年 9 月 29

日，江泽民在国庆 40 周年大会上讲述“我国国民生

产总值已经上升到占世界的第八位”、“全国人民的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等发展成绩，同时“强调指出，

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

度的根本立场”，“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

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
[3]
对

于国家安全这一点，我国人民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

觉，采取必要的保卫和反击措施。准确把握新中国

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和难题，尤其是认清国家建设的

外部环境，对于提振国民士气、维护国家利益具有

积极意义。可以说，如果国民没能认知新中国现代

化建设的外部环境与形势，就较难理解国家建设的

目标、道路和具体政策。新中国国庆纪念活动对国

家危难和国际形势的讲述，有助于国民理解国家建

设话语的语境和意义，从而加强了国家建设话语的

认同度和感染力。 

二、借助国庆纪念活动阐明国家建设的目标 

国家建设话语建构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需要对

国民所做的事情进行本质描述、目标指引，即阐明

中国人民开展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这样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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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问题意识，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因而讲清楚国家建设的目标，明确国家建设话语的

核心，是国家建设话语建构的一项基础工作。新中

国历次国庆纪念活动描述了国家建设的前景和理

念，勾勒了国家建设的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 

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

革命任务，开启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建设征程。

如果说，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话

语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流行话语，那么，中国共

产党“建设新中国”话语就是 1949 年以来中国社会

的流行话语。事实上，“国家建设”是新中国各类政

治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在社会主义改造时

期，每逢国家纪念活动之际，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刊

物、报纸、广播、会议宣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任务。1959 年 10 月，周恩来为国庆 10 周

年所作的《伟大的十年》一文明确国家建设的目标：

“我国人民已经抱定坚定的决心，要在不太长的时

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

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并且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4]
 1963

年 9 月 30 日，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进一步完善国

家建设目标的表述：“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

路上的困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

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5]
这是对国家

建设目标的完整表述，也是经毛泽东提出和修改的

规范表述，因而周恩来在 1964 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根据邓小平“中国式的现

代化”构想，1987 年中共十三大制定了经济社会“三

步走”发展战略，1997 年中共十五大结合我国国情

制定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从十五大到十六

大，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战略思想。2002 年国庆，《人民日报》发表《把

伟大祖国建设得更美好》的社论，2003 年国庆，又

发表《满怀信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论，连续

两年重点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各种

重要文件中都有所论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虽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基本内涵一致。“到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

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

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是我们的伟大目标。”
[6]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再次

重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随后习近平更多

将此目标与实现中国梦联系起来论述。很显然，新

中国国庆纪念活动强调国家建设的目标，有助于激

励国民斗志，振奋国民精神，这些国家建设话语既

反映了国民的利益和愿望，又调动了国民的政治积

极性和劳动创造性。 

三、借助国庆纪念活动指出国家建设的道路 

国家建设话语建构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充分

论证或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现代化建设

事业的实践路径，用中国话语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经验、智慧，让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怎

么样开展国家建设”。中国道路既是国家建设话语的

基础和来源，又是国家建设话语的内容和载体。新

中国国庆纪念活动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解释和描述，将中国实践优势转化成话语优势，将

中国理论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推动了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建设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有宣传向社

会主义迈进的思想，认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

过认真研究和科学论证，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

特点的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1952 年底，中国共

产党在提出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总路线。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党和国家宣传机构加强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作用、内容和实施等的解释说

明。1953 年国庆纪念活动之时，各级政府部门、社

会组织、《人民日报》等报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

了积极宣传。“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们从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得到了明确的答

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

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像一座灯塔，照

耀着我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7]
 1959 年 10 月，刘少

奇为国庆 10 周年而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

胜利》一文，回顾和肯定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

的”，要“充分发挥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8]
。这些国庆纪念活动的话语阐明，要实现国家现代

化的目标，就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开

辟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取得巨大的

国家建设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国内外敌对势力“西

化”、“分化”中国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

国共产党人更需要掌控中国道路的主导权和话语

权，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为回击

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道路的否定和曲解，1989 年

国庆，《人民日报》发表《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

进》的社论，1990 年国庆，又发表《坚定不移走自

己的路》的社论，1995 年国庆，再次发表《走向新

世纪的中国》的社论指出：“几十年来，我们所取得

的一切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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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道路的结果。最近十多年来实行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好的发挥，使我国的

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

显改善。这一巨大变化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9]
可见，

新中国国庆纪念活动坚定地指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要求国民坚持“党和国家的

生命线”等，增强了国家建设话语的逻辑说服力和

情感凝聚力。当然，对中国道路的历程、内涵和影

响的解释，也是国家建设话语建构的基本内容。 

四、借助国庆纪念活动凝聚国家建设的力量 

国家建设话语建构的根本目的之一，在于激发

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和主体力量，动员全国各族人

民、海内外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等支持和参与国

家建设，增强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人民群众既是国家建设话语的对象和受众，又是国

家建设话语的建构者和传播者。新中国国庆纪念活

动在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基础上，阐述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倡导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用大众化

的中国话语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国家建设的力量。 

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有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地位与人民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 1940 年代以来中国社

会的流行话语，这一话语也渗透于新中国初期重大

事件和活动之中。中国共产党除了通过整党整风运

动、“三反”运动等加强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还通过国家纪念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凝聚人民主

体力量。新中国初期国庆纪念活动重视构建、宣传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等

基本原则，注重阐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等基

本政策。1953 年 10 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

团、参观团代表时说：“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

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做好事也要商量着

做。”
[10]

他希望少数民族支持“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

年计划”，明确国家也会帮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

步。可见，民族团结是国家建设的条件和保证。1963

年国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人民在

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必须高度地发扬奋发图强的革

命精神”，“必须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

一步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遵循自力更生为主的

建设原则”。
[11]

这些国庆纪念活动的话语说明，人民

的幸福生活要靠人民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此外，中

国共产党还阐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尊重

人民主体地位，团结人民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家。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地指

出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1982 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命题，十二大报告的目标和纲领符合人民群

众的利益和愿望。对此，同年国庆之时，《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说：“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调动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极大地发

挥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知识分子的积

极性。”
[12]

 1984 年 10 月 1 日，邓小平在国家庆祝典

礼上的讲话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

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

逐步实现现代化。”10 月 2 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国

庆活动的外籍华人科学家时说：“我在昨天讲话中特

别讲了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

特殊的问题，所以要专门讲。”
[13]

可见，邓小平非常

重视国庆纪念活动的教育、动员和引领作用，鼓起

国民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士气和勇气。2004 年国庆，

《人民日报》刊发《胡锦涛会见港澳各界人士国庆

观礼团》、《香港工商界妇女喜迎国庆五十五周年》、

《台盟中央、全国台联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文章，

报道了台港澳各界爱国人士参加建国 55周年庆典活

动的情况。这些国庆纪念活动及其相关报道，维护

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凝聚了国家建设的力量，

也推动了国家建设话语的社会传播。 

五、借助国庆纪念活动总结国家建设的经验 

国家建设话语建构在本质上是对中国的道路、

理论和制度的言语描述和经验总结，在准确把握“中

国经验”、“中国精神”、“中国故事”等的实质和精

髓的基础上，以自信的话语方式向国内外社会传播，

展示中国意识形态的力量。因而，国家建设的成功

经验构成了国家建设话语的权威基础和叙事内容。

新中国国庆纪念活动在回顾和把握人民共和国历史

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了提炼和升华，

用历史经验、历史智慧指引国民走向美好未来，丰

富和充实国家建设话语的理论思维特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建设实践，为马克思主

义国家建设理论展现思想魅力和发挥指导作用，创

造了十分宽广的舞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

展，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同

时吸取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注入新的活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中央曾

多次明确要求各级报刊在国庆前后发表介绍新中国

建设成就和经验的文章，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

有国家建设领域的重要论述。在“大跃进”运动结

束之后，1962 年国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总结国

家建设经验时指出：“贯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

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国民经济进

一步地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我们就一定能够争取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好转”。
[14]

这

一贯彻实事求是路线的国家建设方略，为扭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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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局和提振国民发展信心起了重要作用。在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之下，中国人民经过十多

年的探索，充分认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

步找到了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律，即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建设的实际结合起

来，对于这一基本规律，新中国领导人有较为清晰

的认识和较多的论述。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

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成为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条根本规律。1979 年国庆，

叶剑英的重要讲话总结“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

标前进”的历史经验：“我们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做到完整地、

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才能把毛泽东

思想的基本原则同现代化建设和国内外斗争的实践

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
[15]

显而易

见，这句话指出了国家建设基本规律。在国庆 40 周

年和 5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发展方向，着重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规

律和重要关系。2009 年国庆之际，我国相关部门组

织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纪事》、《中央党校教

授谈共和国六十年》、《60 年国史专家纵横谈》等音

像系列作品，出版《新中国 60 年党的执政成就与经

验》、《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新中

国国防和军队 60 年》等图书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总

结了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与经验。在 2014 年国庆

讲话中，习近平提出面向未来的“我们必须坚持同

人民在一起”、“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坚持

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等

八条国家建设新要求。
[16]

可见，对国家建设经验的

总结是一个系统工程，新中国国庆纪念活动强调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规律，并随时代发展不

断深化对历史经验的认识，不断完善国家建设话语

的建构。 

应当说，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话语建构的社会

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新中国国庆纪念活动作为具有

独特优势的资源和载体，以凝练话语核心、阐述话

语内容、激励话语主体等方式构建了中国建设话语

体系。如何合理利用国庆纪念活动推进国家意识形

态建设、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加强社会道德文化建

设等，仍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建构应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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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hina national day commemo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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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National Day, especially every fifth or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Day, the CPC held abundant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publication 
of editorial and commentary articles, parade and celebration, commemoration books and audio and video work 
publication. The new China's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expressing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situation, target, roads 
and depending strength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provided effective resources and support for the CPC to establish 
national construction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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