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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青团话语的百年嬗变:主题、特征与启示
———以历次全国团代会报告文本为考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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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青团话语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青团、如何发挥共青团功能的话语统称,话语主题的变迁折射出

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职能定位、发展方向的变迁。 团代会报告作为共青团建设的重要政治文本,能有效反映不同时期中国

共青团的不同话语主题。 建团百年来,中国共青团话语主题历经“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到“复兴话语”的嬗变;
实现了话语指向上从“革命先锋”到“时代新人”、话语内容上从“外来话语”到“本土话语”、话语形式上从“动员话语”到“引

领话语”的“三个转向”。 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建设是百年奋斗历程的续写,应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支撑、以“听党话跟党

走”作为价值前提、以勇于自我革命作为发展动因、以尊重青年主体地位作为实践指向,充分发挥自身话语优势,为新时代中

国共青团建设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关键词] 　 共青团;　 话语主题;　 话语嬗变;　 全国团代会

[中图分类号] 　 D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2)06-0046-08
DOI:10. 13967 / j. cnki. nhxb. 2022. 0079

　 　 “话语”作为一个术语,首先出现在语言学界,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话语”就是“口说的词

的组合”,即具体话语,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口头的

“言语”。 现代对“话语”的解释和运用发生了学术

和政治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在福柯的“话语即权力”
论述之后,“话语”被赋予更多的学术意蕴和政治意

蕴。 所谓中国共青团话语,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共青团的话语表达的统称,是围绕如何发挥共青

团作用、怎样建设共青团等目标的话语展开。 话语

主题的变迁折射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制度、职能

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中国共青

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
在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

特殊发展规律。 以中国共青团历次(十八次)团代

会报告文本为分析样本,系统梳理和分析百年来中

国共青团话语的历史演进和嬗变逻辑,深刻总结中

国共青团话语百年嬗变的现实启示,不仅能有效把

握中国共青团话语权构建的特有逻辑与规律,推进

中国共青团话语体系建设的学理化,同时对新时代

共青团功能的良好发挥不无裨益。

一　 从“革命话语”到“复兴话语”:百年来中国共青

团话语主题的历史回溯

话语主题研究是窥见中国共青团建设改革历程

的一个重要视角,团代会报告作为共青团建设的重

要政治文本,能有效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国共青团的

不同话语主题。 结合中国共青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理论和实践,对历次团代会报告进行深入文本分析,
尝试性地把握共青团话语主题如何在不断地适应与

变革中历经演进,以厘清中国共青团话语主题与国

家革命建设改革的互动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历次

团代会报告的名称和形式均有一定差异。 其中,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并通过了《青年工人农人

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等 4 项议决案;团的二大、
三大和四大均进行了相关报告,并以“宣言”方式对

当下形势、已经开展的工作、未来任务做了分析;团
的五大上,少年国际代表赫达罗夫作了《国际青年

运动的趋势与对于中国 C. Y. 的意见》①报告,胡均



鹤作了《经济斗争工作报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团六大)则以任弼时的《政
治报告》代替。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大(团七

大)后,由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开幕式上进行

大会报告,成为此后的团代会惯例。 因此,为方便研

究的开展,本研究在文本分析过程中对以上多种报

告均以团代会报告称呼。
(一)革命话语:动员青年做理论宣传和革命实

践的先锋(团一大至团五大)
中国共青团话语发轫于共青团早期组织的创

建,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过程中,以陈独秀

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思

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建团初期,共青团话

语主要围绕明确革命的对象和任务以及争取进步青

年、组织青年开展革命斗争而展开。 1922 年 5 月 5
日,在团一大上,陈独秀作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

精神》的讲演,他指出当下中国人最缺乏“实际研究

的精神”和“马克思实际运动的精神” “马克思所以

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

义者” [1]。 在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

领》中,“资本主义” “资本帝国主义” “列强” “反抗

封建”“无产阶级” “民主的革命”等词语多次出现。
1923 年团二大、1925 年团三大宣言中,“帝国主义”
“军阀”仍是高频词,除此之外,“觉悟”“觉悟分子”
“无产阶级的青年”“革命运动”等词汇也多次出现。
团三大通过的《宣传及煽动决议案》指出,“本团以

往的宣传工作,因为偏重抽象的理论,或广泛的政治

主张,每免不了忽略了青年本身的具体问题,所以常

失之宽泛而不能深入群众。” [2]73 这指明争取进步青

年、组织青年开展好革命斗争成为彼时共青团工作

的重点。 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北伐的胜利进军,
1927 年团四大时团员人数已经发展到 3 万余人,彼
时中国共青团组织青年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随

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共青团的工作重心乃至组

织结构均做了调整,但共青团话语主基调仍然是通

过革命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如上所述,共青团

在这个阶段的中心工作便是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尤
其是青年工人等群体,引领广大青年做理论宣传和

革命实践的先锋。 “革命”话语贯穿该阶段团代会

报告始终,并集中指向将共青团建设成能够真正发

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开展工作的革命组织。
(二)建设话语:号召青年投身工业农业生产,

做建设的生力军和文化科技的开拓者(团六大至团

九大)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九月会议”上

作出正式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 至此,中
国共青团工作开始以新的组织形态和面貌走上发展

轨道。 新中国的成立振奋了国人的精神,大家鼓足

干劲投入到新家园的建设之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彼
时出席会议的代表较之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包含战

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学生及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历

史时期的青年代表。 毛泽东亲自为大会题词,“同
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
朱德作大会报告,他对近三十年的中国青年运动进

行回顾,指出中国青年运动在大革命时代、土地革命

时代、“一二·九”时代和抗日战争时期都起了积极

作用,并再次将共青团定位于“团结教育广大青年

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工作中的助手和后备

军” [2]176。 “胜利”“新中国” “建设” “学习”等成为

高频词,这也昭示着我们随着革命取得胜利,党和国

家的重心开始转到国家建设上来,共青团也必须紧

跟这一发展趋势。 在大会政治报告中,“胜利” “建
设”“工业生产”“恢复”“发展”“团结”“教育”等成

为高频词。 另外,“先锋”“团结”“教育”“创造”“建
设”“学习”等也成为共青团工作任务的高频词。 不

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青团的一个重要任

务便是要强化青年的政治认同,坚定青年团员继续

发挥“助手”“后备军”的功能定位,为新中国的政治

建设贡献智慧。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也

面临执政的重重考验。 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展

开,团的主要任务开始转向动员团员青年投身国家

工业化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来。 值得注

意的是,报告结尾处的口号也由原来“打倒军阀”
“打倒侵略中国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变成了“我们

亲爱的伟大的祖国万岁”“全中国青年大团结万岁”
等。 团八大、团九大时期,因受“大跃进”和“左”倾
错误的影响,彼时团代会文本中频繁出现“阶级斗

争”“修正主义” “革命” “阶级教育”等语汇,但“建
设”话语仍贯穿文本始终,如 1964 年的团九大依然

强调引导青年“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击力

量”。 这在一方面表明政治性是共青团工作的首要

特性,其组织定位、功能实现均与党的方针、路线和

政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表明尽管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遭遇到一定曲折,但工业化建设仍是国家的中

心工作,通过共青团组织凝聚力的发挥号召青年投

身工业农业生产,推进祖国建设事业构成该阶段共

青团话语的核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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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话语:带领青年投身改革开放,做现

代化建设的突击队(团十大至团十七大)
团十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个月召开,

彼时全国团员数已达 4 800 万。 韩英作《为伟大的

新长征贡献青春》的工作报告,较之以往的团代会

文本,“新的发展时期”“新的长征”等成为贯穿文本

的关键词,大会对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也进行了明

确指示,即“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一代代传下

去”“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做英勇突击队”“发扬共

产主义道德风尚”。 尽管彼时国内仍处于矛盾交织

期,但国家对青年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仍给

予了较高期待。
1982 年团十一大的报告文本中,“现代化建设”

“光荣任务”“创新”成为文本高频词,这与此次大会

的核心思想,即动员全国各族青年为伟大祖国的繁

荣、富强和统一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是高度吻合

的。 1988 年团十二大上,宋德福所作的工作报告中

将青年定位于“三种力量”,即“推进改革开放的一

支积极力量” “建设四化、保卫祖国的一支突击力

量”“倡导新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先锋

力量” [2]500-501,由于青年作用重新定位,共青团工作

也有了新的定位,“改革”一词在此次团代会文本中

共出现了 74 次。 1993 年团十三大工作报告中,“改
革”仍然作为一个高频词出现。 1998 年团十四大中

“新世纪”“新业绩”作为高频词贯穿文本,而“自觉

奉献”“锐意进取”“自立自强”等话语则成为重要话

语展开;2003 年团十五大和 2008 年团十六大则以

较多笔墨就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团的建设进行了重

要论述,团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30 年来,青年

的奋斗实践始终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 [2]678。 由此

可见,“改革”话语贯穿该阶段共青团话语,并构成

该阶段中国共青团话语主题,即共青团要带领团结

青年做改革的先锋,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和突击队。
(四)复兴话语:引领青年在新时代接续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十七大至今)
新时代面临新课题,共青团组织形态、功能定位

的转向也决定了其话语主题的转向。 团十七大、团
十八大话语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总目标而展开,
其中“复兴” “中国梦”等成为话语主基调。 如团十

七大和团十八大报告大会主题中指明要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继 2012 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正式出场后,共青团话语

主题实现了从“改革”话语到“复兴”话语的整体转

向。 从语词频率来看,在团十七大报告中,“复兴”
一词出现了 7 次,“中国梦”一词出现了 25 次,“青
年”一词出现了 216 次,“理想信念”一词出现了 8
次,“使命”一词出现了 7 次。 在团十八大报告中,
“青年”“中国梦”“复兴”“理想信念”“使命”等词依

然成为高频词。 除此之外,团十八大报告中“新”字
更是贯穿文本始终,出现了 116 次。 在论及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和共青团时,文本中使用了“新征程”
“新青年”“新业绩” “新需求” “新活力” “新媒体”
“新组织” “新风貌”这几个“新”,足以表明伴随我

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到来,共青团建设也进入了

崭新阶段。
除了“复兴”话语的直接出现,在团代会文本中

“复兴”话语也以次级话语的形式进行了具体展开,
如围绕团十七大提出的“肩负起实现中国梦的青春

使命”这一总目标,提出“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始终坚持发

挥优势、凝心聚力”“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融入青年”
等一系列次级话语。 如围绕团十八大提出的“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总目标,建构

出“不断深化青少年党史和国情政策教育”“在青少

年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积极为党培

养新时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等一系列次级话

语。 可以说,团十七大以来,共青团话语紧紧围绕

“复兴” “中国梦” 而展开,并构成共青团话语之

“魂”。 新时代共青团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更
要立足共青团工作的主责主业,紧扣核心目标,通过

不断推进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奔赴伟大梦

想实现的新征程。

二　 “三个转向”:百年来中国共青团话语的嬗变

特征

百年来,虽然中国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

“后备军”的功能定位和“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

织”的性质定位是一以贯之的,但其话语指向、话语

内容和话语形式均发生了一定转向,了解中国共青

团话语的嬗变逻辑,对于把握新时代共青团话语特

点,促进新时代共青团功能的良好发挥具有重要

意义。
(一)话语指向:从“革命先锋”到“时代新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当时觉悟了的中国的知识分

子带来强烈冲击,但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
他们也逐渐意识到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

一点都没有。 因而,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青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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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务围绕“推动中国革命”有力展开,即协助中

国共产党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的斗争,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共青团在

这一个时期内的话语紧紧围绕号召青年做“革命先

锋”来展开,如 1922 年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纲领》指出,“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

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 [2]9,在这一阶段的

文本中诸如“反抗” “革命” “解放”等语汇成为高

频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共青团

话语主题也随之转变,“建设” “生产” “合作”等成

为高频词,与此同时,“教育”也成为该阶段报告文

本中的高频词,并指明共青团的工作重心包含了组

织青年工人乃至青年战士掌握技术学习文化这一重

要议题。 改革开放后,“维护青年具体利益” “切实

为青年服务”开始频繁出现在团代会文本中,而这

一阶段的团的建设目标则集中体现在动员青年积极

投身改革和建设事业,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团十七大报告中,“中国梦” “小康社会”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等语汇成为高频词,而团十八大报

告对于培育“时代新人”更是有明确规定,即坚守共

青团的根本任务———为党输送新鲜血液、锻造政治

骨干。
至此,百年共青团话语主题实现了从“革命先

锋”到“时代新人”的转向,而这种转向并不是割裂

和生硬的,而是脱胎于原有的话语体系并融合了新

的时代内涵的转向,无论是“革命先锋”还是“时代

新人”,都清晰勾勒出共青团组织功能发挥的核心

目标,也昭示共青团的任务指向与党在不同阶段的

奋斗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二)话语内容:从“外来话语”到“本土话语”
在团一大至五大会议中,均有共产国际代表或

少年国际代表出席或做大会发言,如团三大通过的

《关于托洛茨基主张决议案》中就载明,大会“承认

只有列宁主义和列宁指导之下的俄国共产党之实际

经验是教育中国共产主义青年的唯一工具” [2]62;在
团四大中,少年国际代表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中国

C. Y. 是少年国际的一个有力支部” [2]99。 这表明,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力量还比较弱小,同时对本

国革命道路如何走还处于探索中时,苏联少年国际

对中国共青团的建设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可以说,
中国共青团在这个阶段中很多方针的制定在很大程

度上受其影响。 团的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的

报告中,“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等话

语开始被年轻的中国共青团所接受,早期中国共青

团团员也开始“以俄为师”。 然而,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共青团建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早期

领导人必须结合中国青年运动特点来制定方针,开
展革命,一味地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无疑是走不通的。
1932 年 1 月 9 日,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

开,毛泽东、项英、朱德等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出席会

议并致辞。 但由于当时受党的“左”倾冒险主义错

误影响,这次大会仍将团的任务定位为在实际工作

中执行国际路线,领导发动青年“为巩固苏区、扩大

红军向外发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斗

争” [2]169。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党内高层已经开始

了话语的本土化探索。
全面抗战时期,在本土话语探索中我们有了更

为丰富的实践,也成功构建了一套生动活泼的属于

青年大众的话语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团代

会报告中,本土化话语的自觉性更是不断增强,成为

共青团工作理念与工作实践的主要表述,成为其组

织青年、动员青年、引领青年的重要途径。 本土化话

语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探索实践,也离不开自身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更离

不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自发到自觉地运用,这
也将成为未来指引共青团建设发展的重要理论

源泉。
(三)话语形式:从“动员话语”到“引领话语”
中国共青团话语形式围绕中国共青团的发展历

程不断嬗变,在不同阶段显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方

面,从文本的具体内容来分析,新民主主义时期更加

偏重于动员团结青年开展革命斗争,如团代会文本

多以“全国被压迫的青年群众,联合起来呀!”“中国

的无产阶级青年,以及一切被压迫的青年们起来

啊!”等口号式话语作为结尾,突显出强烈的动员

性。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建设新时期,文本则偏重于号召青年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引导青年积极投身改革开

放事业,“奋斗”“建设” “学习” “新中国” “新阶段”
等词汇成为历次团代会文本的高频词,而团代会报

告也多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等

作为结尾。 进入新时代,团代会文本则更加突出引

领青年奋勇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等

话语内容。
另一方面,历次团代会的报告标题(主题)变化

也能帮助我们把握话语方式的转变,自 1953 年中国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大(团七大)始,历届团代会报

94第 6 期 彭容容:中国共青团话语的百年嬗变:主题、特征与启示



告的标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那次会议的核心要

义,由表 1 可见,团七大、团八大、团十一大的标题中

均使用了“团结全国(各族)青年”的字样,而至团十

三大始,“团结带领各族(广大)青年” “团结带领广

大团员青年”成为历次团代会主题的固定字样,即
从“团结”话语转向“团结带领”话语。 而团十七大、
团十八大报告标题中则未出现“带领”字样,而是将

其蕴藏在具体的文本中,在团十八大报告中“引领”
话语更加突出,一共在文本中出现了 8 次,并着重强

调要发挥共青团的“引领力”,要在政治上思想上

“引领青年”。
由此,无论是从话语外在结构还是话语内蕴来

看,更加理性坚定的“引领”话语成为中国共青团话

语的典型样态。 从“动员” “带领”到“引领”的转

变,并不表明当下共青团职能只有“引领”而无“动
员”,相反“引领”中蕴含着“动员”,这种转向与我国

所处新的历史方位、所面对的新的历史任务紧密相

连,共青团工作话语主题的变化也启示新时代共青

团建设要发挥好“引领青年”作用,汇聚起发展的强

大动能。

表 1　 团七大至团十八大工作报告标题一览表

召开时间 团代会名称(简称) 工作报告题目

1953 年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大 《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祖国的伟大行列中奋勇前进》

1957 年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 《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1964 年 团九大 《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

1978 年 团十大 《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

1982 年 团十一大 《团结全国各族青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程进军!》

1988 年 团十二大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往开来艰苦奋斗》

1993 年 团十三大
《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团结带领各族青年为加快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1998 年 团十四大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团结带领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

2003 年 团十五大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
奋斗》

2008 年 团十六大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胜利而奋斗》

2013 年 团十七大 《高举团旗跟党走 奋力实现中国梦》

2018 年 团十八大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青春篇章》

三　 “变”与“不变”:百年来中国共青团话语嬗变的

现实启示

百年来,中国共青团话语遵循着“变”与“不变”
原则展开,“变”指的是根据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和

历史任务动态调整话语内容和方式,而“不变”主要

是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始终坚定

跟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带领青年,始终遵循

中国共青团建设发展的特有规律。 新时代中国共青

团建设要继续秉持“变”与“不变”的逻辑,在充分吸

收百年共青团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在强本固基中实

现新时代背景下的团组织的发展跃迁。
(一)要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话语建构的理

论支撑,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推动团的发展

中国共青团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为其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宣传教

育团员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武器,这一点在历次团代

会报告文本中都有充分体现。 中国共青团话语建构

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来源和理论支撑,并
要善于将百年来团的建设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从
理论自发走向理论自觉,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群团

组织的先进性。
其一,共青团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

政党所缔造的,团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团的使

命和任务就是要当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换言之,团
从诞生之日起就流淌着马克思主义的血脉基因。 团

的建设思想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为信奉马

克思主义的团体”“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

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团的一大选择在马克

思诞辰 104 周年纪念日召开,这些都不可磨灭地为

共青团烙上了马克思主义青年组织的鲜红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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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新时代共青团要做好党的青年群众工作,
最根本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话语建构的理论支

撑,用科学的、发展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吸引青年、
凝聚青年、引领青年,使广大青年掌握马克思主义的

精髓,从而牢牢把握规律、把握真理。 换言之,要学

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深入研究当代青年特

点,在不消解理论深度的同时让理论更好地走进青

年群体,引导青年认清历史发展的根本问题,引导青

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认识世界的基

础上改造世界,进而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其三,共青团话语要充分实现从理论自发到理

论自觉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新时代共

青团话语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要在把握马克思主

义作为其理论内核的基础上,采用符合青年人的身

心发展特点的、活泼生动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真

理魅力显现出来。 同时,在此过程中也要警惕各种

“戏说理论”的娱乐化倾向,在确保将理论讲清讲透

的同时增加话语的亲和力、说服力。
(二)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听党话跟党走”这个

前提,聚焦新时代青年政治引领工作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青年团犯一千条错误都

没有关系,但是有一条错误不能犯,就是脱离党的轨

道。” [3] “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 是第一位

的” [4]。 从团一大到团十八大,“听党话跟党走”这

一高度概括的话语内核贯穿历次团代会报告文本始

终,这表明中国共青团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方针、路
线、政策,始终同党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其一,听党话跟党走是对“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这一政治定位的深刻诠释。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

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

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5]。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共

青团的创立者,也是中国共青团的领导者、建设者。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共青团工作要遵循其内

在特殊规律,不能做党的工作的翻版,正如团五大中

少共国际代表赫达罗夫指出的,“团时常采取党所

应用的方法工作,常是依样画葫芦。 同时,常是党的

再版,是青年的党,这当然是不对的。” [2]119 尽管党

团关系经历一个从文本规定到实践推进的转变过

程,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
想领导却始终贯穿中国共青团百年发展中。

其二,“听党话跟党走”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

客观要求。 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过程中,
陈独秀等人就开始思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预备学校,上海的共产党早期

组织一经成立,陈独秀就指派俞秀松等人吸收教育

青年发展早期团员。 这说明早期共产党人已经意识

到中国青年在革命中的不可或缺性,更意识到将他

们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1925 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指出,“青年运动必须在

共产党指导之下” [6]。 在五四运动、 五卅运动、
一二·九运动等爱国主义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青年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并成为了革命

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三,“听党话跟党走”要注重培养新时代青年

的政治认同。 一个组织之所以能够存在和运行下

去,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能够发挥自身的特殊职能。
从团代会文本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承担着对共青

团的工作指导职能,如指出共青团在宣传工作中

“常失之宽泛而不能深入群众” [2]73,“如果不依靠党

的领导,青年团的一切工作就都不能够搞好” [2]247

等。 这进一步启示新时代共青团一定要紧紧围绕在

党的周围,当好助手和后备军,聚焦广大青年的政治

引领,在做好教育引导青年工作的同时,发挥应有的

工具性职能和价值性职能。
(三)要勇于开展自我革命,在推动改革中焕发

新时代团的生机活力

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共青团光荣的职

责和使命,要担负起这个政治责任就必须不断推进

自我革命,并将其作为保证团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

重要手段。
其一,勇于自我革命是共青团先进性的重要体

现。 共青团除了是一个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组织,更
是一个充满了自我革命性的群众组织,即具备强大

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能力。 回顾中国共青团百年

来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团带领青年在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进程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另一方面团也遭

遇过发展的困难和曲折。 由于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团员人数从团四大召开时的 3. 7 万下降至 1. 7 万

人,另有一些青年也因为畏惧白色恐怖而退出共青

团,但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依然能够重整旗鼓迅速

转入新的斗争工作中,并继续团结青年开展革命斗

争。 抗战时期,共青团又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进行

改造成立青年救国联合会,完成其应担负的历史使

命。 共青团之所以能够一次次保存力量开展斗争,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彰
显了不同于其他群众组织的独特政治优势。

其二,勇于自我革命是践行共青团宗旨的根本

要求。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青年利益的

代表,这就要求共青团必须不断自我净化、自我革

新。 在长期发展中,共青团的职能随形势变化有所

15第 6 期 彭容容:中国共青团话语的百年嬗变:主题、特征与启示



变化,其功能定位也发生一定转变,特别是 2016 年

《中国共青团改革方案》的颁布,更加明确了未来共

青团的目标定位、功能定位和工作格局,即引领青年

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推进共青团的自我革

命,能够有效激活团组织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不断

提升共青团的组织力、吸引力、凝聚力,把广大青年

团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和

后备军作用,为全面从严治团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其三,勇于自我革命是焕发新时代其他群众组

织活力的现实需要。 共青团不仅要加强自身的组织

建设,更要当好党的青年工作的统筹者、推进者、协
调者角色,通过自身的不断更新、完善,带动青联、学
联、少先队等组织的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党领导的青

年组织发挥整体合力,形成调动各方力量齐抓共管

青年事务的良好局面。
(四)要尊重青年主体地位,在引领青年和发挥

青年主动性中保持合理张力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什么作用呢? 起某

种先锋队作用” [7],青年是推动革命、建设、改革的

“先锋”,这进一步彰显出青年群体的主体性和青年

工作的自主性,因而,要将“主导性”和“自主性”纳
入新时代共青团建设视野,在保持二者张力的基础

上,切实发挥好新时代共青团的育人功能。
其一,继续发挥团组织的“主导性”,尊重青年、

凝聚青年。 青年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战略性的

工作,共青团作为青年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必须要发

挥出应有的功能。 综观历次团代会文本,不论内容

作何变化,团结青年、凝聚青年的话语指向从未更

改。 同时,也正是因为认识到青年的独有革命性、创
造性等一系列特性,党充分动员青年汇聚成推动中

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先锋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

指出,全党要“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

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8]。 因此,要充分尊重青

年、凝聚青年,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优势和动能,为
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贡献。

其二,要充分发挥团组织“主动性”,服务青年、
赢得青年。 “政党组织动员青年必须从青年个体在

现实生活的多种关系出发,从青年的生活世界出

发。” [9]当代青年作为在网络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成长着的一代,有着不

同于以往青年的特点,因而要善于把握青年的新特

点,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做深做

细做实服务青年的各项工作,增加青年对党和国家

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充分赢得青年。
其三,要充分彰显“主体性”,运用青年智慧建

设好青年组织。 换言之,青年引领工作既要倾听青

年心声,也要发挥青年智慧,在良性互动中一方面提

升青年工作效能,另一方面促成青年广泛在参与中

磨炼意志、增强本领,“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开

拓进取服务社会” [10],真正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四　 结　 语

福柯指出“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
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 [11]

福柯所言的“不止是”能够帮助我们透过话语表象

抓住话语实质,进而把握话语发展规律。 中国共青

团建设发展历经百年嬗变,通过团代会报告这一典

型政治文本的细读,把握文本话语背后共青团的理

论和实践变迁,进而窥见国家社会发展的波澜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共青团,要“发扬‘党有号召、
团有行动’的光荣传统,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找

准自身工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 [12]。 新时代共青团

建设是其百年奋斗历程的续写,要继续发挥党的助

手和后备军的职能,牢牢坚守政治属性,不断增进青

年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引领青年投身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在改革

中焕发出更加强大的发展动能。

注释:
①“中国 C. Y. ”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hinese Com-

munist Youth League)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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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nnial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Discourse:
Theme,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reports of the National Youth League Congress

PENG Rongrong
(Wuxi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Wuxi 214000, China)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is a general term about what kind of Communist Youth League
to build and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functions. The change of the theme of discourse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text of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the report of the Congress of the National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different discourse theme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since its founding, the dis-
course them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has changed from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construction discourse”, “reform
discourse” to “rejuvenation discourse”. It has realized “three turns”, from “revolutionary pioneer” to “new generation” in the direc-
tion of discourse, from “foreign discourse” to “local discourse” in the content of discourse, and from “mobilizing discourse” to “lead-
ing discourse” in the form of discours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the new era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century-old struggle. It should continue to take Marxism a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follow the Party’s words” as the value premise,
have the courage to carry out self-revolution as th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respect the main position of young people as the practi-
cal direction. I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its own discourse advantages, and inject strong momentum in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
ment of China’s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discourse theme;　 discourse evolution;　 Congress of the National Communist
Youth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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