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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是怎样的一年？

这一年，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驶下装配线，结束

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这一年，“中 0101”号歼 5 战斗机试飞成功，新中国制

造的喷气式飞机翱翔蓝天。

这一年，毛泽东同志视察正在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

桥，挥笔写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豪迈词句。

还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基

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

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就在这一年，在党的百年征程中具有重要承上启下意

义的历史性盛会——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

利召开，吹响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号角！

探索新道路

1955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

大）决定：1956 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

“社会主义改造如火如荼，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将确

立，但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我们的建设要怎么

搞？党的八大，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原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自己建设社会

主义的道路，究竟该怎么走？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要再

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

为了摸清情况、探索路子，从 1956 年 2 月起，毛泽东

同志陆续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 30 多

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有时一直从白天谈到午夜。时任中

共中央副秘书长的李雪峰曾撰文回忆：“为了更多地了解

情况，毛主席甚至要问清一些物质的化学分子式和原子

结构，以及一些地方的土壤结构。”

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

告，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

界。”“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

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

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

“《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

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

务，事实上成为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主基调。”石仲泉

认为。

绘制新蓝图

坐落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南侧的全国政协礼堂，庄严

肃穆。门前一侧悬挂着的白底红字标识牌上，“中国共产

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几个大字熠熠生辉。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

召开。

9 月 15 日 下 午 2 时 ，在 雷 鸣 般 的 掌 声 中 ，毛 泽 东 、

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走上主席台。“我们每个

人都起劲儿地拍手，好像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党

的八大代表伍精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十分激动。

2 时 5 分，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宣布中国共产党第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全场代表起立，热烈的掌声再

次响起，庄严的《国际歌》响彻会场。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

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

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同志的开

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

这次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

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

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曾参加党的八大的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林萍

在《回味八大》一文中说：“少奇同志在作报告时精神非常

好，语气激昂。记得当时少奇同志讲到要在经济、政治、

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政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

用一切有利条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时，全场掌声

久久回荡，那气氛、那情景，真是让人激动。”

当时有西方国家的报纸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八

大“是充满了信心、喜悦、乐观和团结的”“任何不抱偏见

的观察家都将承认这一点”。

锚定新路标

1956 年 9 月 27 日，党的八大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

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

的决议》。《决议》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

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

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 当 前 经 济 文 化 不 能 满 足 人 民 需 要 的 状 况 之 间 的 矛

盾。《决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

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

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精准判断国内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党和国家

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党的八

大的历史性贡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

杰说。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才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在党的八大召开 25 年后，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这

样的评价：“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

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

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从党的

八大吹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号角，到如今迈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

人民一路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昔日，武汉江面一桥飞架南北的场景让人振奋不已；

如今，港珠澳三地钢铁巨龙相连更令人心向往之。忆往

昔、看今朝，又怎能不让人由衷地感叹：神女应无恙，当惊

世界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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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9 月 15 日，北

京，全国政协礼堂。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

开幕词开宗明义：“为了建

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

中国而奋斗。”

这一年，从革命和战

争中走出的一批布尔什维

克者，汇聚在一面旗帜下，

为 共 和 国 的 未 来 谋 篇 布

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深

谋远虑、举旗定向。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

执政后第一次召开全国代

表 大 会 。 与 党 的 七 大 相

比，我们党已从领导人民

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

党，成为领导人民执掌政

权的党。

党的八大肩负着为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开篇布局

的使命，注定是一次划时

代的历史盛会。作为党探

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开端，八大指引的前进

方向、做出的道路选择，都

被载入史册。

征 途 漫 漫 ，惟 有 奋

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沿着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和

选择的道路，勇往奋进以

赴之、百折不挠以成之，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

的“东方奇迹”，书写了一

页又一页勇立潮头的壮丽

篇章。

几十载翻天覆地，早

已换了人间。今天，八大

会址对面的北京金融街上，一幕幕现代化场景

扑面而来，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

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坚定着我们的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自己的路，具

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

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历史的长河波澜壮阔，如今，无论在繁华都

市，还是在小镇街巷，人们欢声笑语、豪情满怀：

从苦难中来，朝复兴而去，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

人民，阔步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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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峭的群山间、汹涌的波涛上，一艘载有数位红军战

士的战船，正乘风破浪，向河对岸冲去，向着革命胜利冲

去——国家博物馆内，一件晶莹剔透、栩栩如生的象牙雕

刻引人注目。

“这件雕刻作品出自工艺大师杨士惠兄弟之手，寓意

为‘同舟共济’，不但生动还原了红军当年强渡大渡河的

场景，还记录了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工作人员

介绍。

时间回溯到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不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届

党代会，也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列席的

第一届党代会。

在 9 月 17 日的大会上，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主席的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上台致

辞，庆祝大会召开。

李济深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运用与

发展，是中国革命中的一条十分宝贵的经验。“我们各民

主党派愿意长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

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督促，各尽所能，为建成伟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李济深的致辞结束后，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但他

却丝毫没有走下台的意思。正当代表们纳闷的时候，李

济深开口说道：“同志们，为了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祝贺，

我现在要把一件礼物赠给大会！”

他向大会工作人员示意，郑重地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代表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马叙伦、章伯钧、

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等邀请到台前来，然后把这个展现

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场景的雕刻作品赠给大会。

“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李济深说道。

献礼时，会场上气氛热烈，代表们全体起立，掌声经

久不息。这天的大会执行主席邓颖超、李富春代表大会，

接受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党的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将中

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科学地总结为“长期共存，互

相监督”。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

正式宣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

派关系的方针。

这件象征着“同舟共济”的雕刻作品将继续见证，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之路将越走越宽广。

同舟共济 同心同行
本报记者 翁宇菲 侯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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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封面。

图②：中共八大会址全国政协礼堂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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