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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的職權，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發揮了重要的歷史

作用。 

值此政協成立 70周年之際，筆者爬梳探訪—— 

 

見證歷史變遷的紅色殿堂 

 

（周 軍） 
 

2018年 6 月 21日中午 11點，全國政協禮堂北門前，一場簡單而隆重的儀式

正在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揭開紅布，一塊嶄新的標識——“中

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出現在全國政協禮堂北門邊的牆壁上。

至此，除中共九大至十九大召開地——北京人民大會堂外，包括上海中共一大、

二大和四大會址，廣州中共三大會址，武漢中共五大會址，俄羅斯莫斯科中共六

大會址，延安中共七大會址，以及北京中共八大會址，全部對外掛牌開放。其中，

“中共四大紀念館”是在非會址原址異地建館，中共六大會址掛牌“中共六大會

址常設展覽館”。 

 

一 

1949年底，全國政協機關成立後，從中南海搬到王府井大街南口路東的三層

小樓國際飯店辦公，這是政協機關成立後的第一個辦公地點。在國際飯店辦公不

到兩個月，由於人員增多，搬到南河沿南口路西的怡園飯店。不到三個月，又搬

到中南海東花廳辦公。1950 年 9月中旬，全國政協機關與政務院（現國務院）政

法委員會互換辦公地點，又由中南海搬到坐落在西城區阜城門內大街（白塔寺）

南側，當時叫趙登禹路 32號，後改為太平橋大街 23號。這裡原是清代順承郡王

府，建于清順治初年，第一位主人勒克輝是清太祖努爾哈赤曾孫,後獲得了“世襲

罔替”殊榮。 

民國六年，租給晥系軍閥徐樹錚。奉系張作霖進入北京後，王府被奉系湯玉

麟沒收自住。1924年，張作霖進京，自任安國軍政府大元帥，將王府作為大元帥

府。順承郡王府家族人等生活無著，不得已請貝勒載濤居中說和，將府第以 75000

大洋賣給入據北京的“東北王”，張學良與趙四小姐也曾在其中居住數年。新中

國成立後，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徵用這所宅院辦公。政協機關搬來後，就與張學良

舊部於學忠洽談購買這所宅院的事，于學忠代表張家辦理了賣房手續。1984年，

定為北京市重點保護文物。1994年，全國政協機關因在此建現代化的辦公大樓，

總投資 6500萬元的順承郡王府遷建至北京市朝陽公園東隅。如今，郡王府外花壇

緊簇,綠草成蔭,花園式的佈局被人們稱為休閒、散步、娛樂的“世外桃園”。 

據京城資深記者潘珊菊撰文介紹，這棟有著 63年歷史的建築的誕生，緣于曾

連續 22 年擔任全國政協主席的周恩來的指示。1954 年春，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

銘找到全國政協常務副秘書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說：總理指示要為全國政

協蓋一個大禮堂，能容納 1200人開會。（建築面積為 1萬平方米，造價 300萬元。）

經政協秘書長辦公會議決定，政協成立了建設政協禮堂小組，由政協秘書處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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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連以農任組長，蘇林雲任秘書，負責具體的聯繫和安排工作。這項工程實際上

受齊燕銘領導。而他主持的兩次會議給後來的全國政協辦公廳行政處處長蘇雲林

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會議的參加單位有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建築工程局、電業局、中央廣

播事業局等負責領導。齊燕銘在會上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然後討論了選址問題

和各單位分工協作問題。關於選址問題，有的人認為這樣重要的活動場所，應建

在長安街，政協的人認為既然是政協禮堂，還是適合建在政協辦公地點。當時，

政協機關院子很大，從北面的麻線胡同直到南面的扁擔胡同，占地約 40畝。最後

還是選定在政協機關院內蓋。會議還通過了由北京市建築設計院總工程師朱兆

雪、趙冬日負責設計，市建築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負責施工。考慮到禮堂建成後

除政協使用外，中央和國家機關還會有一些重要活動在這裡舉行，因此在設計方

面要有翻譯室和譯意風裝置。第二次會議是討論設計方案，這次會議除第一次會

議參加單位負責人外，增加了建築工程部副部長宋裕和。設計方案為大會場上下

兩層，可容納 1300餘人開會，幾個休息廳都比較大，一樓設五個會議室，其中第

二會議室可容納 200人開會，三樓有一個 800 平方米的大廳，既可開各種會議，

也可舉辦各種文娛活動和茶會、酒會等。禮堂開東南西北四個門，北門正對著政

協機關，南門是正門，南門外開一條馬路。對於開馬路的提議，政協持不同意見，

認為這樣不安全。幾經討論並與有關部門交涉，最終還是因為開馬路是北京市的

規劃，達成了共識。 

由於建設政協禮堂是中央直接抓的專案，參加建設的各個單位派出最著名的

工程師設計，最優秀的施工隊伍施工，工程品質堪稱一流。據介紹，當時全國政

協辦公廳原文書處處長王運深記得，開工後，全國政協機關 100多人不論男女，

輪流參加義務勞動，有的搬磚，有的抬土，年輕力壯的用小車推水泥。整個工地

熱氣騰騰，一片繁忙景象。尤其是在禮堂建設期間，宋裕和這位原華東軍區首任

供給部長幾乎每天都要到工地查看，當施工進入澆灌主席臺頂上大橫樑時，正趕

上夜間施工，蘇林雲陪著宋副部長一直待在工地，直到淩晨兩點多鐘澆灌工程結

束後，才回家休息。 

政協禮堂從設計到施工，前後共一年，這在當時和現在都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1955年下半年，禮堂建成不久，周恩來總理來查看，蘇林雲陪同其從一樓到

三樓，各廳室仔細看了一遍。當走到二樓西側的小翻譯間時，他側身走了進去，

仔細詢問了廣播局機要室的專家有關譯意風設施的情況。 

由於當時北京人民大會堂尚未籌建，作為新中國較早的重要建築之一，於

1956年竣工的全國政協禮堂，順理成章成為中共八大的主會場。 

但對於中共八大要在政協禮堂召開的消息，蘇林雲說：那是 1956年春，時任

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到政協禮堂時，他才首次得

知。當時，是在政協禮堂第一會議室，兩位首長指示現場工作人員：“中共第八

次代表大會要在政協禮堂召開，約有 1500人參加，上主席臺的有 270人，這次大

會米高揚要來，得給他準備個休息的地方，你們有什麼困難沒有？”蘇林雲等人

聽了十分興奮，當即回答：“沒有困難，保證完成任務。” 

 

二 

中共八大要在政協禮堂召開的消息激勵著政協相關部門同志，更鼓舞了全體

政協禮堂員工，大家都紛紛表示要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和大會服務工作，保證大會

的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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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共八大預計有 1500人參加，而禮堂的座位只有 1300個，為此在一樓

把所有座椅都移動位置，增加了兩排桌椅。但是，解決 270人上主席臺是一個大

的難題。因為要求會議進行時，坐在下面的代表們能看到主席臺上的人。而主席

臺只有 16米寬，每排最多只能坐 30人，需要安排 9排座位。工作人員集思廣益，

多次向有關單位和能工巧匠請教，最後確定了解決方案：第一排座就在地面，從

第二排起每排高出 20釐米，共做了 8排高大地坪，每排都設有固定的欄板以保證

安全，這樣共設計製作了 80多塊擋板。在兩側和後排還留了走道。米高揚的休息

問題，也頗費了一番腦筋。第一會議室是毛澤東和主席臺同志休息的地方，前廳

原本是有幾個會議室的，但須穿過代表的休息廳，不方便。最後的解決方案是：

把主席臺西側的道具間裝修一新，臨時作了貴賓休息室。這些問題的解決，鄧小

平和楊尚昆都表示滿意。 

1956年 9 月 15日至 27日，中共“八大”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這是中國共

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時，距 1945年 4月，在延安

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的中共七大，已經 11 年。由於當時人民大會堂尚未建造

（1958年，人民大會堂開始動工，1959年建成），於是當年剛剛竣工的全國政協

禮堂便成為了中共八大的會場。  

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 1026人，候補代表 107 人，代表全國 1073萬名黨員。

59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党、勞動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團以及國內各民主黨派

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應邀列席大會。  

在十五大之前，八大是歷史上唯一一次有民主黨派參加的黨代會。毛澤東致

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國民經濟“二五”計畫的建議的報告，

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大會宣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

社會主義改造已取得決定性勝利，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

來；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

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

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大會著重提出

加強執政黨建設的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還通過了《關於發展國民經

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1962年）的建議》。八大描繪了中國共產黨人

的強國夢想，顯示出黨的團結和黨的事業的興旺發達。 

根據七大黨章的規定，在通常情況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三年召開一次。

七大是在 1945年召開的，八大應當在 1948年前後召開。但從七大後的整個形勢

看，很難按黨章規定如期召開下一次黨代會。 

  1945 年到 1949 年，正是党領導人民爭取民主革命勝利的決勝階段，“宜將

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決不能讓敵人有喘一口氣的時機，犯下歷史性

的錯誤。在 1948年或 1949年裡召開黨的八大是不可想像的。 

  黨的七大後，全黨團結一心，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在革命勝利的前

夜，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舉行。毛澤東

在會上作的報告中，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方針；

指出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將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報告規定了党在

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

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的任務和主要途

徑。報告科學地分析了革命勝利後國內外階級鬥爭的新形勢，號召全黨警惕資產

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全會特別提醒全黨，在革命勝利後務必繼續保持謙虛、

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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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擔負

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國家的重任。 

  1950 年到 1952 年，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需要全力進行

民主改革，恢復國民經濟，制止通貨膨脹，穩定物價，恢復和發展生產，保障人

民生活。需要全力捍衛新生的政權，進行還未完結的局部地區的人民解放戰爭。

需要鎮壓反革命，鎮壓一切仇視新生政權並繼續反抗的階級敵人，鞏固人民民主

專政。還需要全力進行抗美援朝戰爭。所以，在這個時期，也沒有時間來召開黨

的八大。 

但是，在 1952 年底，中央還是考慮過八大的事情的。1955 年 3 月，中國共

產黨在北京召開了党的全國代表會議。在閉幕會上，毛澤東宣佈，中央決定於 1956

年下半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0 月 11 日，中共七屆六中全會

通過《關於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在七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具體負責籌備召開中共八大的

各項組織工作。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論十大關係》的報

告。這篇報告，是中國共產黨比較系統地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

始，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就是以《論十大關係》的主要精神為指導思想。 

8月 22日，中共七屆七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了準備向中共八大提交的各項

文件，對大會的有關事項做出決定，明確提出中共八大議程應突出“建設”這個

主題。8 月 30 日至 9 月 12 日，中共八大預備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對

中央委員會準備提交大會的各項報告和文件進行詳細討論，提出修改意見。毛澤

東主持預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並發表講話，對於開好中共八大具有重要的指導

意義和動員作用。 

    9月 16日，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做《關於修改党的章程

的報告》。26日，大會通過了新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

以後制定的第一部黨章。 

 

三 

“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出自毛澤東的秘書田

家英筆下。 

  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說：“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

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繫起來，這是我

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中國共產黨人現在面臨的任務，就是“要把一個落後

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工作是很

艱苦的，經驗是很不夠的。毛澤東強調：……因此，必須善於學習。要善於向我

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要善於向各人民民主國家學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兄弟黨學

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

當由於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

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

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毛澤東以充滿激情的話語，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建設社會主義新國家的雄心

壯志，引起與會代表的強烈共鳴。這篇開幕詞不足 2500字，竟博得了 34次熱烈

掌聲。 

  開幕詞的起草，是八大前夕毛澤東的一項重要準備工作。毛澤東寫過兩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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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都沒有寫完。也許是對自己寫的稿子不滿意，或許是工作太忙，毛澤東又

要陳伯達代為起草。很快，陳伯達寫完了。但毛澤東不滿意，說寫得太長，扯得

太遠。又要田家英起草，囑咐說：“不要寫得太長，有個稿子帶在口袋裡，我就

放心了。”這時，離大會開幕只有幾天了。當年，田家英 34歲，精力充沛，很快

趕寫出一個初稿。 

毛澤東比較滿意，親筆作了多處重要修改和補充，並且加了幾段話。第一段加的

是紀念已犧牲的同志和朋友的話。他以飽含深情的筆調寫道：從我們黨的第七次

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十一年間，在全中國和全世界，為了共產主義和人類解放事

業而英勇奮鬥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

們應當永遠紀念他們。 

  一段是關於黨的路線的正確性和黨所處的地位的文字：……在兩個革命的實

踐中，證明了從七次大會到現在，黨中央委員會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的黨是一

個政治上成熟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我們的黨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

更加團結，更加鞏固了。我們的党已經成了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

心力量。 

  另外兩段文字中，一段是在提出向蘇聯學習的內容前，加上肯定蘇聯成績的

幾句話；一段是在歡迎兄弟黨代表的文字後，加上對國內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

士的代表表示歡迎的語句，這段新加的話，也是開幕詞的最後一段話：今天在座

的還有我們國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他們是和我們一道工作的

親密的朋友。他們一向給了我們很多的幫助。我們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歡迎。 

  之後，毛澤東讓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送給有關人員審閱修改。這已經是 9

月 14日清晨 4時 30分，離大會開幕只有一天的時間。吸收了大家的意見，稿子

改得越來越好，毛澤東滿意了。 

  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和發言稿，從來不讓別人代筆，都是親自動

手。八大開幕詞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別人起草、多方徵求意見、並經毛澤

東本人加寫了許多重要內容而形成的一個集體創作。 

李雪峰曾回憶說：八大開幕當天，毛主席致開幕詞。主席對開幕詞很滿意，

會議期間曾興奮地告訴我們：開幕詞最先是陳伯達寫的……現在的開幕詞是田家

英寫的。 

 

四 

八大開得很活躍，大會的透明度極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委員、候補

中央委員的選舉結果向外公佈時，當選者名單是以得票多少為序（得票相同的則

以姓氏筆劃為序）排列的。 

  八大中央委員選舉結果排名前 10位的是：毛澤東、劉少奇、林伯渠、鄧小平、

朱德、周恩來、董必武、陳雲、林彪、吳玉章；第 11至 20位的是：陳伯達、蔡

暢、李富春、羅榮桓、徐特立、陸定一、羅瑞卿、徐向前、鄧穎超、劉伯承；第

21 至 30 位的是：陳毅、彭德懷、廖承志、李先念、陳賡、聶榮臻、林楓、張鼎

丞、彭真、烏蘭夫。 

  八屆一中全會新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七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五大書記中

的四人外（任弼時已去世），增加了陳雲、鄧小平。 

  八大中央委員的選舉，不是先提出候選名單，而是先進行一次沒有候選名單

也不限名額的預選，只是在預選前中央領導同志講過一些原則性意見，並在各代

表團進行討論。預選的結果按照得票多少全部公佈，然後整理成一份候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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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團再行討論。討論中，中央領導同志也發表自己的意見。 

  劉少奇就曾提出，李昌是“一二·九”運動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全國總隊

的總隊長，應該列入候選者的名單中。在吸收了代表們的意見後，才提出一份候

選名單的草稿，進行一次預選。再一次把預選結果拿出來，讓代表們選舉出一份

正式候選名單，然後代表們再在大會上投票選舉。 

  在一次籌備會上，毛澤東就選舉中央委員問題專門指出：這次一些年輕的省

委書記沒選上，先讓一讓老同志，讓他們先“過過癮”。實際上，毛澤東講的不

僅僅是讓一讓的問題，而是讓大家注意黨內團結的重要性。在後來的八大二次會

議上一些年輕的省委書記也都補選進中央委員會。 

  有一天，大會秘書處給劉少奇送來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名單，請他填寫

選票。他填完後交給秘書，並高興地說：“我統統圈了。”剛開始秘書並沒有理

解他的意思。回到辦公室一看，原來他說“統統圈了”的意思是：一、他沒有不

同意的；二、他連自己的姓名下面也畫了圈。通常選舉中，為了表示謙虛，往往

自己不投自己的票。其實，這個選舉名單經過大會小會反復協商早醞釀好了，既

然在醞釀討論時自己也同意了，投票時再客氣一番還有什麼意思呢？ 

“我統統圈了。”劉少奇欣喜的情懷溢於言表。 

…… 

而在那幾年困難時期，政協禮堂的工作反而搞得十分紅火，文娛活動方面更

是多姿多彩，吸引了許多委員和一些黨外人士來禮堂參加活動。定期活動有：每

週末一次舞會，每兩週末一次電影，每兩周搞一次各個劇種的晚會。不定期的活

動有：小型文藝演出，一般在三樓大廳，常常以茶座形式出現，主要請一些名角

演折子戲；舉辦笑的晚會，是侯寶林委員的傑作，參加活動的委員都可以講笑話，

大家講的笑話經侯寶林委員潤色，就變得有滋有味，劉斐常委就是笑的晚會的積

極參與者，他每場必到，他講的笑話，也常使人忍俊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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