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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慶祝建黨百年觀察 
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蔡文軒主稿 

 

 習近平慶祝中共成立 100周年大會談話，以「光榮正確的黨史」、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為主軸，定調政治路線，強化未來整體

佈局的主導權，並塑造萬民擁戴集體氛圍，以利「二十大」續任。 

 習於黨內權力穩固，「七一」談話亦提及前任領導人，顯示黨內政

治秩序穩定；江澤民未出席可能因年事已高。 

 習對臺未來強硬喊話，如其於「二十大」連任，或制定更為強硬

的政策。 

 

（一）前言 

2021年 7月 1日，中共邁向建黨百年。黨慶的籌辦與慶祝過程

早在數月前就開始，包括在今年 2月 1日，中共推動「黨史學習教

育」，要求幹部與群眾必須「牢記使命，在新時代不斷加強黨的建

設」；同月 20 日下發「關於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通知」進行

安排部署。中共歷經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後，鮮少用群眾動員的方式

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此外，這類「學習」活動的議程與部署，由官

方主導，其中最重要的黨史學習教科書為今年新編的「中國共產黨

簡史」。這部簡史呈現與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

不太相同的史觀。換言之，這是一部由習近平個人意志書寫的黨史。

整個「七一」黨慶的舉行過程，亦可看出幾個端倪。 

 

（二）以「習中心主義」的黨史建構 

 習近平在 7月 1日的講話，多次提到「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習提到的「史」，即為其詮釋後的中共黨史，或許可以稱為「習中心

主義的黨史」。習認為要「以史為鑒」來治黨、處理對外關係，進行

國家發展的規劃；惟從比較務實的角度來看，這些理念與「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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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性並不是這麼直接，反而是應該強調審時度勢，用務實且利

於國計民生的角度來擘劃。 

弔詭的是，習在論述當代政策時，離不開「習中心主義的黨史」，

很顯然是透過歷史詮釋後，對當代的政治路線進行定調，以強化習

對未來整體佈局的主導權。習多次提到不能有「歷史虛無主義」，但

事實上，中共這種箝制歷史思辯，將歷史當作工具，用來規範當代

的執政，其實陷入另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迷思，因為這種強調

政治正確的歷史，根本不是「真實」的歷史。 

 習黨慶前夕，帶頭參加許多慶典與儀式，顯示其在領導階層的

核心地位。6月 28日率領李克強、汪洋、栗戰書等中央政治局常委

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前往北京鳥巢體育館觀賞名為「偉大長征」

的大型文藝演出。表演分為四個篇章，包括長征與抗日戰爭、抗美

援朝與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以及香港澳門回歸，以及習上任後的

改革及抗疫，有 2 萬名觀眾出席。這些看似輝煌的片段背後，中共

刪去許多外界好奇、惟內部不准提及的「真實歷史」，如 60 年代的

大飢荒，文化大革命的武鬥、六四天安門事件及反送中事件等，再

度說明「習中心主義的黨史」，實際陷入另一種「歷史虛無主義」以

及歷史工具論的偏差。 

 

（三）強調「小人物」與走群眾路線的模式 

習的黨史觀有將「小人物」進行提升的意味。6 月底頒發「七

一勳章」，是黨內最高榮譽（2017 年 7 月中共批准「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

彰工作委員會」制定的「中國共產黨黨內功勳榮譽表彰條例」和「『七一勳章』

授予辦法」，表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

作出傑出貢獻的黨員」）。這次受獎者 29人，多是「小人物」，例如馬毛

姐，一等渡江功臣；王書茂，為維護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作出貢獻；

王占山，在國共內戰與韓戰進行奉獻。這些小人物有些已經身故。

從這個舉措，可看出習近平和毛澤東一樣，將「群眾」或「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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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高超的道德情節，為現今政策予以擦脂抹粉。習近年來推動「講

好中國故事」，「小人物」講述自己如何追求「中國夢」，亦可看出這

個傾向。 

 

（四）習近平政治權力的再度深化 

從黨慶的過程亦可看出習在黨內權力的鞏固。江澤民雖然未出

席，惟絕非權力鬥爭，極可能是年事已高。習就位初期，或可以從

前任領導人是否出席重要政治會議或慶典，判別習與黨內元老的關

係。但近年來習權力鞏固後，黨內元老有無出席會議或慶典，政治

意涵並不高。習在「七一」講話亦提及前任領導的名字，可見黨內

政治秩序大致穩定。黨內即便有對習近平的不滿，可能也難以撼動

他現今的地位。 

 

（五）對境內外政策可能趨向強硬 

習「七一」講話的結尾提到兩個重點，一是對於邊區地區治理，

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實際上，以香港來說，

經過中共近一年的「整治」後，「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另外，亦

在對臺灣的未來強硬喊話，宣稱「堅決粉碎任何『臺獨』圖謀，共

創民族復興美好未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顯示習對香港或臺灣

的政策可能會繼續強硬，如果習在「二十大」繼續執政，非常有可

能制定更強硬的對臺政策，我方必須及早部署。 

值得注意的，黨慶並無太多國際人士與會，特別是歐美日等國

人士，幾乎缺席。從這個角度，亦可看到習時期，中國大陸的國際

地位似被進一步孤立。 

其次，習在講話末端寄予「青年」，提到「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

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習今年 4月始赴清華大學訪視，

提到青年要有繼承國家興亡的擔當。習這些講話絕非暗示要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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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要年輕化，而是強調青年要有正確與積極思想。最近中國大陸

興起的「躺平」不合作運動，或不為中共意識型態允許。 

 

（六）結論 

觀析中共在舉辦百年黨慶的相關活動，其主軸不離「光榮正確

的黨史」、「以史為鑒來制定現在的政策」，以及對境內外控制的強

化。這除意味中共對於政治思想與意識型態的重視，亦象徵習政治

集權或將進一步強化。其主要目的是塑造出萬民擁戴的集體氛圍，

以有利習在「二十大」續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