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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

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这个纪念日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定下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召开日期吗？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庆祝自己生日的？请看专家的介绍。

“七一”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定下来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一大’问题，在中

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董老这里所

说的“后来定的”，以及毛泽东使用“表示”这个词，都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

大约20世纪50年代中期，董必武在与子女的谈话中，明确说：“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7月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7月召开的；7月1日这一天是毛

主席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

最初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纪念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处于秘密状态，或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下。那个时候，党还顾不上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活动庆祝自

己的生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为纪念党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后来又发现

了一份陈潭秋1936年7月在庆祝党的1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讲话中谈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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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作关于党十五

周年纪念的报告”。陈潭秋的文章和讲话（提纲）都是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进行纪念的，并没有确切指出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逐步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到了1938年，为纪念党成立17周

年，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时间，以隆重纪念党的生日。可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只记得一大是1921年7月

召开的，至于具体日期，由于年代久远，又无档案资料可查，已经记不清了。

一大究竟在1921年7月哪一天召开？长期存在不同说法。

一大代表共有13名，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

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些一大参加者，对一大的召开日期有着不同的回忆。

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同斯诺的谈话中提到：“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董必武回忆也说是他参加了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回忆也说是“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他们三人，只笼统地说是7月。

李达在《七一回忆》中说：“1921年7月1日下午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树德里3号的楼上，正式开幕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

刘仁静回忆他是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参加党的一大的。他说：“‘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开会的时间是7月2日”。包惠僧则回忆：“开会的时间，

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7月10日左右……”他们二人回忆的开会日期差不多。

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说是7月20日。陈潭秋1936年发表的文章中说“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七月底开的”。这二人的回忆将一大开会日期指向7月下

旬。

何叔衡、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由于牺牲较早，没有发现他们留下关于一大的回忆资料。

另外，史学界对一大的召开日期一度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苏联的B·H·库秋莫夫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说是6月。台湾的郭华伦在《中共史论》中

说是7月27日。

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而共产国际保存的两份文件，既没有名字，也没有文件时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马林把当

时的文件都带走了，却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

7月1日是毛泽东在延安定的一个象征性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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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不久，1938年“七一”前夕，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中，明确提出：“7月1日，是

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

事实上，用月份的第1天作为纪念日，比较方便人们的记忆，类似的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十一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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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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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到1940年，“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尚未被普遍采用，提法也尚未完全统一。1938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的《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

传大纲》提出：“7月7日是我们抗战周年纪念日，这一个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1939年没有纪念党的生日的公开报道。1940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

提出：“民国十年（1921年）7月初……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群众》杂志第4卷第18期也发表社论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

日。”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是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指

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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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强调，宣传的要点是：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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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

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20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这一年的7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分别发表题为《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的社论，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诞

生20周年。《新华日报》社论更是明确表示：“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节日……”《解放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编辑《中国共

产党20周年纪念特刊》，刊发朱德、林伯渠、吴玉章三位同志的纪念文章。在此前后，《解放日报》还大量报道了延安各机关团体纪念建党20周年活动。

党的一大召开日期的谜题

直到1979年8月，著名党史学者邵维正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初步考证》（后于1980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

创刊号公开发表，题目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才最终将一大召开日期这一谜题解开。

邵维正从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多方面进行了严格认真的考证。

首先，从代表行踪来看。

参加一大的代表中，李达、李汉俊原已在上海。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到上海较早。

根据谢觉哉的日记，毛泽东、何叔衡是6月29日从长沙动身去上海的。从当时的交通情况看，从长沙乘船去上海，约需4天左右。毛泽东、何叔衡到上海时间在7月3日

左右。当时人们习惯于阳历、阴历并用，阳历1921年6月29日，是阴历的5月24日，因此毛泽东跟斯诺说5月到上海参加一大，符合实际。另据《少年中国》记载，毛泽东到

达上海后，因距实际开会时间尚早，曾去杭州、南京等地游历。

根据刘仁静本人的回忆和考证，他是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年会。7月4日会议结束，他“拟留沪习德文云”，其实就是参加党的一大。据此，刘仁静应是7月7

日左右到上海的。

陈公博参加一大后，曾于1921年8月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发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据此文记载，陈公博是7月14日从广东动身赴上海的。在上海住了10

天，“三十一夜遂趁车赴杭”。从7月31日向前推10天，陈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达上海的。

周佛海是利用暑期从日本回国参加一大的，到达上海应是7月下半月。

包惠僧到沪时间也较晚。据其本人回忆，他是7月15日坐海船从广州直赴上海，大约20日到达。

据包惠僧说，董必武、陈潭秋二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6月3日到达上海，后又赴北京活动一段时间，再从北京回到上海。此后，一大才得以召开。

从代表行踪和马林活动安排分析，一大代表到齐并正式开会，应在7月下旬。

其次，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

一大参加者的回忆中，一致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受到租界巡捕的侵扰，会议被迫中断。

另据陈公博、周佛海回忆，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件。只要搞清孔阿琴事件的时间，就大体可以间接推断

出一大在上海的闭幕时间。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

尖利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陈公博后来在《寒风集》中也详细记述了此事。

而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记载大东旅馆发生命案的时间为7月31日。8月2日，又刊登了《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记

载死者名为孔阿琴。陈公博、周佛海的记述、回忆与当时报纸的报道基本相符。

另据《上海生活报》1921年8月2日报道的消息：“前天，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呆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

前取得警察的批准。”法国警察通知新规定的时间是7月31日，应是针对党的一大的。这个记载也提供了一个时间概念。

以上事件可以推断出：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召开的，当天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扰，以后会议才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最后，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向我国移交了一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

原文为俄文，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明时间。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成文时间在1921年下半年。

文中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这与

前面推断的代表行踪相符。

同时，文中还对会议日程进行了详细描述，拟定议事日程和听取各地小组活动情况报告，用了两天；休会两天起草计划和纲领；然后开了第三、四、五、六次会议。

“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为了继续开会，只

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即嘉兴——引者注）去。”这就告诉我们：一大在上海的会议开了6天，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从孔阿琴案件的间接推断中，我们已知在上

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7月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这和上段引文中所说“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相互印证，完全一致。

从以上几个不同侧面的论证中，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7月23日的考证成果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一直延续下来。个中缘由如邵维正同志文中指出的：“研究党的‘一大’召开日期，与继续

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可以相统一的。”



党的生日的庆祝活动

自从1941年6月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后，纪念“七一”成为中国共产党每年的例行活动，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后，活动愈发隆重和丰富多样。

举行庆祝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逢五或者逢十的重要纪念年份庆祝自己生日的最隆重的活动。庆祝大会一般规格较高，庄严热烈，党和国家领导人悉数出席，同各

界代表一道庆祝党的生日。如195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出席大会，刘少奇作报告，4万余人参加。大会正在

进行时，下起了大雨，只能休会，原定讲话的尚有各界代表马叙伦、钱三强、许广平、沈雁冰、李四光等人，只好将演讲词改作献词在报上发表。又如1981年7月1日，首

都各界群众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此前的6月27日-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党的领导人在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人们习惯称其为“七一”讲话。“七一”讲话对于深入认识党的光辉历程、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步伐、统一全党的思想，起重要

推动作用。201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凝练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三个伟大历

史贡献及其重要意义，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中华文明、科学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首次提出文化自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由“三个自信”丰富为“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庄严宣誓，更是以其形象深刻的话语，引起社会热烈反响，焕发出强大号召

力，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的热门词汇。

表彰先进。2015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前夕，经党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表彰了102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对100

名共产党员、100名党务工作者、300个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

主要新闻媒体刊发社评社论。这是庆祝党的生日的常规活动。如《人民日报》2013年至2016年连续每年“七一”分别刊发了《永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锻造更为坚

强的领导核心》《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社论。

公布党内统计数据。中央组织部“七一”会公布最新党内统计数据。2013年“七一”，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

8512.7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达420.1万个。2016年“七一”，中央组织部公布：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875.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41.3万个。持续增

长的数据，充分显示出我们党不断增强的生机与活力。

出版党史基本著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自身历史的党。因此，出版重要党史基本著作也是中共庆祝自己生日的一个特色。如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

表了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91年8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2016年建党95

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又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举办文艺演出。除了举行庆祝大会外，党中央还会举办主题演出，艺术地再现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表达中国共产党人庆祝自己生日的喜悦。如2016年6月

29日晚，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观看了音乐会《信念永恒》，共同迎接“七一”这个光辉节日。

民主党派来电来信祝贺。除了中国共产党自己举办系列庆祝活动外，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也会在逢五或者逢十的重要纪念年份发来贺

信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这一传统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七一”一直延续至今。如2011年“七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

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8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无党派人士联名向中共中央发

来贺信，向中国共产党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表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拥护。2016年“七一”，各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又寄语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全国各级党组织每年举行各式各样庆祝活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重温入党誓词、举办红色经典诵读会、演讲比赛、主题文艺演出、志愿服务活动等。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的纪念日。回顾党快要走过的近百岁春秋，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

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祝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祝愿我们伟大祖国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再创新辉煌！

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祝全体党员节日快乐！

（本文作者李颖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陈郝杰为科研管理部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