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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进行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在党和国家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文章全面分析了以往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发挥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总结出其具有重要

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激励功能和导向功能,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阐明四大功能的具体内容,以
此为今后通过纪念活动开展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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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不特定多数人所进行

的思想政治教育”;它与对特定多数人所进行的组织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构成了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群体

思想政治教育则是相对于个体思想政治教育而言

的[1] 。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对不特定多

数人开展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成效,系统研究

其最主要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政治功能、教
育功能、导向功能和激励功能等,对于拓展思想政治

教育传统研究视域、推动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探

讨、深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专门史研究具有

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对于当前和今后通过纪念活动

开展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一、政治功能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政治

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对不特定多数教

育对象在政治心理、行为倾向或现实行为上产生符

合教育主体期望的积极影响的功能,其中最主要的

是政治认同功能和政治动员功能。

(一)政治认同功能

　 　 政治认同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向

不特定多数人开展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使其对党和

国家的政治生活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从而增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

领袖认同等政治认同感,积极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

家统一、维护党的领导和树立领袖模范。
1. 从民族角度看,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

作为中国共产党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纪念活动

能够带领人们找寻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展望中华

民族的光辉前景,从而获得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自
觉促进民族团结。 以黄帝陵祭祀活动为例,祭祀对

象是被称作“中华民族始祖”的轩辕黄帝,寻根问祖、
民族认同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目的和价值指向。 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和参与黄帝陵祭祀活动

强化人民群众的民族认同感,促进各民族团结,进而

号召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 自 1937 年至 1939 年,
中共中央多次应邀派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共同祭祀

黄帝陵,意在增进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发扬民

族大义。 1937 年 4 月《新中华报》 刊登毛泽东撰写

的祭文,他在文中高度赞扬祭祀活动意义,称其为苏

区全体民众“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

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 [2] 。 国共两

党共同参与的祭祀活动,增强了两党人民的民族认

同感和凝聚力,并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日起到了积极

作用。 随后自 1948 年黄陵县解放至 1963 年以及

1979 年恢复祭祀活动后,中国共产党每年举行黄陵

祭典时保留轩辕黄帝“始祖”的身份象征,通过强调

中华儿女同根同源、中华民族辉煌成就来强化全国

人民和海内外同胞的民族认同感。
2. 从国家角度看,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

中国共产党多数纪念活动都着重强调国家的安

定和团结,号召维护国家统一,并强化不特定多数人

的国家认同。 吴学谦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十

周年之际提到,“祖国统一的前途是光明的”,呼吁

“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联合起来,为早日结束海

峡两岸的分离局面、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共同

奋斗” [3] 。 通过纪念这一历史性文告的发表再次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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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党和政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是

符合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的”,文告发表十年来两岸关系积极变化“是民心所

向,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呼吁两岸人民团结起

来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 最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群众

的国家认同感,维护国家统一的纪念活动非建国纪

念莫属。 每年的国庆盛典是展现我国国力、树立国

家形象的最佳时机。 在建国七十周年庆典上,由二

十余万军民参加的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等活动

使中国国富民强的形象跃然眼前。 习近平发表讲话

回顾新中国七十年的飞速发展,称“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

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4] ,激起全国人

民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而增强国家认

同感,维护国家统一。
3. 从政党角度看,有助于维护党的领导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常在具有革

命性质和政党性质的纪念活动中宣传其政策理论、
塑造其政党形象、树立政党权威,从而强化人民群众

的政党认同,自觉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 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诞辰

和逝世纪念活动,在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学说的同时形塑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5]48-49,使不特

定多数受众产生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从
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行动;通过“五一”节纪

念活动,中国共产党在呼吁寻求工人阶级的解放的

同时树立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形象,有效

强化了无产阶级等广大劳动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

同和支持;通过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通过回顾

建党初心和奋斗历程,树立起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先锋队的形象,有助于强化国内外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政党认同。 1941 年 6 月毛泽东在庆祝建党

二十周年纪念时指示称,要在党外深入宣传中国共

产党的奋斗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英勇奋斗的历史” [6]140,这有助于增强全民族对党

的认同,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
4. 从领袖角度看,有助于树立领袖形象

在党和国家领袖的相关纪念活动中实事求是评

价其历史功绩,提炼其崇高的精神品格,有利于树立

起杰出领袖形象,增强不特定多数人对领袖的认同

和追随。 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杰出领袖的

诞辰、重要讲话、文章、题词等的纪念有助于充分树

立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增强全国人民的领袖认同。
以毛泽东为例,中共中央在其诞辰逢十逢百周年纪

念活动上,都会高度赞扬其历史功绩和个人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高

度评价毛泽东为“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

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

面貌的一代伟人” [7] ,深情刻画出毛泽东的伟大领袖

形象。 除此之外,纪念领袖著名讲话、文章等相关事

件有助于突显领袖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先进性,发挥

领袖的榜样模范作用,强化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认同。
中国邮政曾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五

十周年时发行纪念邮票、举办大型主题展览等纪念

活动,都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领袖毛泽东的崇敬

和认同。 除了上述节点性纪念外,建造毛泽东纪念

堂,常年供不特定多数人自发纪念伟人,瞻仰伟人遗

容,缅怀伟人业绩,因其具有自发性、仪式性、具象

性、在场性和相互感染性特点,使其树立领袖形象、
增强领袖认同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更加突出。

(二)政治动员功能

　 　 政治动员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某种政治

目标,通过纪念活动向不特定多数人进行政治宣传

或政治鼓动,使其提高政治觉悟、自觉参与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纪念对象通常

被不特定多数人所熟知且广泛认可,是不特定多数

人努力奋斗的动力源泉。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纪

念活动的氛围极富感染力和影响力,有助于激发群

众热情,提高其参与积极性。 因此,中国共产党将纪

念活动作为政治动员的有效载体,中国共产党纪念

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当中充

分发挥了革命、生产、建设、改革等方面的动员功能。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常开展作为大众思想

政治教育的革命性纪念活动,引导和动员不特定多

数人投身革命。 192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为纪念“五

一”国际劳动节向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致信,信中称

工农联盟是国民运动中,“能够加敌人以最后致命的

打击者”,号召工农团结奋斗,必将获得中国国民革

命和全世界工农专政的最终胜利[5]407。 该“五一”国

际劳动节纪念高度肯定工农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
指明国民革命的光辉前景,起到了动员各革命阶级

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政治功能。 1927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
中共中央号召民众“自己拿起枪来打倒这些新旧军

阀”,“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 [8]38。 呼

吁工人们组织“真正的工会”、农民们组织“农军”,
实行“耕者有其田”、贫民兵士们“打杀新旧军阀”
等,继续团结奋斗获取革命的最后胜利[8]384-385。 这

一纪念活动有助于凝聚革命力量,动员全国工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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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投身土地革命。 1939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纪

念抗战两周年时发表对时局宣言称,要“动员一切人

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 [9] ,这是

为支援全面抗战所做的生产动员。 建设和改革时

期,中国共产党经常通过发表纪念活动有关讲话等

形式,号召不特定多数人继承先人遗志,展望未来前

景,动员人们投身国家建设伟大实践。 2018 年 11 月

习近平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大型展览”时强调,要通过展览,使广大人民群众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光明前景” [10]11,从而坚定走改革开放道路的信

心和决心。

二、教育功能

　 　 这里讲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

能是从狭义上说的。 广义上讲,其教育功能包括政

治功能、(狭义上的) 教育功能、导向功能和激励功

能。 狭义上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

能主要有历史教育功能、现实教育功能和传统文化

教育功能。

(一)历史教育功能

　 　 历史教育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将

纪念对象包含的历史信息传达给不特定多数人,从
而使不特定多数人获得历史教育的功能。 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通常在开展纪念活动时,回望纪念对象

的发展历史,深刻阐述党的历史和国家历史、中国历

史和世界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 因此组织和参与纪

念活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不特定多数人获得历史教

育的过程。 1941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为建党二十周年

的纪念指示中指出,通过纪念活动“在党外要深入宣

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 [6]140,将纪念活动视为对不

特定多数人开展党的历史教育的重要途径。 1961 年

7 月刘少奇在建党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和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

国内阶级力量对比,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国

际力量的对比” [11] 。 使人民群众对党的历史有了更

进一步的思考和认识,对不特定多数人发挥了建党

纪念活动的历史教育功能。

(二)现实教育功能

　 　 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纪念对象通常

是历史性的,但其目的指向却是现实性的。 现实教

育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借助历史性纪念对象与现实

性世情国情之间的历史关联和相通之处,以古论今,

向不特定多数人阐明纪念活动开展时的政治局势、
社会状况等现实内容,使其对现实状况有清醒的认

识,从而实现现实教育的功能。 自建党以来,中国共

产党充分发挥了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现

实教育功能。 1926 年 5 月,针对北方政局的局势变

化,中共中央在第一百零三号通告中曾提出要“将援

助英国罢工问题及‘五卅’周年运动联合在一块做很

广大的群众宣传” [12] 。 利用纪念“五卅”运动和援助

英国罢工问题对当时存在的错误思想予以回击,用
事实回答问题,使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现时局势,引
导人民群众树立起团结意识和抗争意识。 1952 年

11 月全国举行十月革命 35 周年纪念活动,将俄国十

月革命历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和前景相结

合,宋庆龄评价此次活动就是对全国民众“一次很广

泛很有力” [13]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教育。

(三)传统文化教育功能

　 　 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具有接续性、传承性。 大众

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目的之一是连通古今、传承文

明。 传统文化教育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

活动,向不特定多数人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从而达到传统文化教育的功能。 以作为中国共产

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节日为例,
传统节日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 2005 年 6 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

联合发布的《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

秀传统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传统节日活动要“充分

展现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清明节

“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

革命传统” [14] 等。 清明节具有慎终追远、缅怀祖先

的民族文化传统。 在新中国成立后,清明节又增加

了缅怀革命先烈的节日主题。 在清明节期间全国

上下举行祭拜祖先、祭扫烈士墓、召开烈士追悼大

会等活动,是对中华民族孝亲、感恩等传统美德的

传承和弘扬,发挥了纪念活动对人民群众传统文化

教育的重要功能。 此外,炎黄祭祖等活动作为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是人民了解中华

民族祖先和历史的重要方式,具有民族传统文化教

育的重要功能。

三、导向功能

　 　 人类发展历史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目的性和选

择性。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
其领导人民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

性、选择性的辩证统一。 其中后者,对大多数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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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民众而言,需要得到正确引导才能做到。 导向

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引导不特定多数

教育对象在历史合规律性的基础上做出符合教育主

体所期待的政治、价值、文化和行为选择。

(一)意识形态导向功能

　 　 意识形态导向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

动引导不特定多数人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科学性(合规律性),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探索形成和

始终坚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革

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合目的性(代表和符合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

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必

须“坚持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10]60,坚持全

面正确的历史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看待问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借助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将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意识形态导向融入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利于引

导教育对象了解、选择和坚持正确的社会意识形态

导向。

(二)价值导向功能

　 　 价值导向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向

不特定多数人宣传正确价值观,引导不特定多数人

追求正确的价值取向的功能。 以五四运动为例,五
四运动纪念一直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引领青年价值导

向的重要途径。 将五四精神所蕴涵的爱国、进步、民
主、科学的价值取向与时代发展需要相结合,从而引

导教育对象树立更具有时代特色的价值取向。 习近

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五周年时发表重要讲话,引
导广大青年及全社会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守

和践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核心价值[15] 。

(三)文化导向功能

　 　 文化导向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的

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不特定多数人

选择科学、先进文化,树立正确文化观的功能。 2014
年恰逢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吐故纳新,促进传统文化与

现实文化相互融合,服务时代任务的文化导向[16] 。
面对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革命事件和革

命人物等方式坚持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的导向。 中

共中央在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五四运动

四十周年的请示报告时就曾明确指出,要将纪念五

四运动作为广泛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17] 的活

动,从而引导教育对象传承和发扬革命历史文化。

(四)行为导向功能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人的政治行为总是受到一

定思想观念支配” [18] 。 行为导向功能是指中国共产

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在发挥意识形态导

向、价值导向、文化导向功能的基础上,具有引导教

育对象将正确的思想观念外化为符合社会规范的社

会行为的重要功能。 以重要历史人物纪念为例,改
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引导人民群众自

觉参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伟大胜利做出自己的现实贡献。 《人民日报》曾

在周恩来诞辰 81 周年之时发表社论,引导人民群众

“努力生产,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并以此“促进四个

现代化的实现” [19] 。 通过周恩来总理在人民群众中

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以及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

巨大贡献和高尚的德行,为人民群众树立起榜样模

范,从而引导不特定多数人做出教育主体期望的行

为选择。

四、激励功能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激励

功能是指掌握不特定多数人的心理特点和实际需

求,通过纪念对象和纪念话语强化不特定多数人政

治参与、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等各方面积极性的功

能。 激励功能具体包括政治激励功能、经济激励功

能、文化激励功能等。

(一)政治激励功能

　 　 政治激励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作为大众思

想政治教育的纪念活动激励教育对象树立政治意

识、强化政治参与的激励功能。 1928 年 10 月中国共

产党中央宣传部在为纪念“双十”节发布的宣传纲要

中,明确提出要“提高群众之革命的政治意识”,深切

解释和说明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中
国才能独立与统一”,“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才

有出路” [20] ,以此激励人民群众树立政治意识,提升

革命斗志。 2016 年 7 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强调:“我们回顾历史”
“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

进的勇气和力量” [21] 。 可见,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

政治教育具有能够激励人们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奋力勇为的政治激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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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激励功能

　 　 经济激励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的

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激励民众参与经济生产、加快经

济发展的激励功能。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纪

念活动激励全国人民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建设来支

援革命。 1946 年《解放日报》为纪念“二七”工人运

动二十三周年时发表社论,号召各解放区的职工们

为“加速法西斯的死亡”而加紧生产[22] ,实现了为加

快解放战争胜利而发挥纪念活动的经济激励功能。
改革开放后,胡锦涛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

周年时高度赞扬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成就,强调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要“推动经济特区增创新优势、
更上一层楼” [23] ,以此激励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更

好发展。 由此可见,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

具有经济激励功能,有助于激励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文化激励功能

　 　 文化激励功能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作为大

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纪念活动,尤其是与文化界重要

事件和人物相关的纪念活动激励先进文化创作、宣
传先进文化,从而推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

好、更快发展。 常见的具有文化激励功能的纪念活

动包括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文化先驱的诞辰纪念,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等相关

事件和节庆纪念。 2021 年 9 月黄坤明在纪念鲁迅诞

辰 140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

创作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

品,汇聚起同心同德、接续奋斗的精神力量”,鼓励人

们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 [24] ,以此

激励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不断前进。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

教育之所以能够在实现党和国家任务、满足人民群

众发展需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就在于中国共产

党能够掌握并有效运用其政治、教育、导向、激励等

功能,使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充满生机。
因此,未来要更好地实现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的

时代价值,始终要把握好纪念活动的大众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使其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引导

人民群众在坚定“理想信念” “奋斗意志”和“恒心韧

劲” [25]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鼓励人们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拼搏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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