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首个国家宪法日。1 个月前，第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出决定，将
每年的 12 月 4 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
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近日，就宪
法与国家宪法日的有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韩大元。

记者：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

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现行宪法是对 1954 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

部宪法的继承和发展。此后，我国又对现行宪

法作过四次修改。请您谈谈我国现行宪法的特

点及其地位。

韩大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
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
础性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
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而
当时施行的宪法，是 1978年通过的，受历史条件
的限制已无法适应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实际
情况与发展要求。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
第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修改宪法，
并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1982年12月4日，第
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
案，当日会议主席团予以公布施行，即现行宪法。

1982 年宪法的修改是一次凝聚社会共识的
过程。当时，许多重要问题都经过了反复论证，
按照既从中国实际出发，又吸收人类文明成果
的原则最终确定下来。

在此之前，新中国的历部宪法文本都将基
本权利篇章置于国家机构篇章之后。82 宪法将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

前，这一调整力图理顺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
系，体现了宪法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凸显了宪法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

82 宪法的基本出发点是凸显人的尊严和价
值，这不仅仅体现为宪法结构的调整，也贯穿在
宪法条文之中。如何从制度上保障个人的人格
尊严，成为当时的重要共识。82 宪法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
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
害。”宪法还明确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
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
查公民的身体、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
民的住宅，这些规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体现了 82宪法的时代精神。

记者：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宪法是

“闲法”。高高在上的宪法不接地气，与我们老

百姓的生活不相干。您是怎么看待宪法与百姓

生活关系的？

韩大元：现行宪法的基本出发点是凸显人
的尊严和价值，也就是说宪法关怀人、爱护人。
其实，宪法的实施需要民众的信仰，需要得到切
实的遵行，这样宪法才具有生命力。所以，宪法
需要走入社会生活当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
行为准则。

“法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核心概
念，而“宪法权威”则是法治的重要内涵。要解决
当前一系列十分迫切的社会问题，必须要依靠宪
法和法律，必须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其实，在每年的法制宣传日我们也根据不
同主题宣传宪法，但宣传宪法的内容并不集中，
力度不够，全社会仍没有树立起完整的法治理
念。一些社会成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宪法这

部国家根本法的认识还非常欠缺，维护宪法的
自觉性没有成为社会的内在动力。社会生活中
违宪现象不时出现，损害了宪法权威。

我相信，随着宪法理念的普及，宪法的爱、
宪法的阳光将会无处不在。

记者：从“法制宣传日”到“国家宪法日”，这

一转变可以说使得我国普法宣传找准了靶心，

进一步深化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内涵。同时，这

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题中应有之

义。那么，如何理解宪法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韩大元：我想先谈一下设立国家宪法日的
意义。设立国家宪法日不仅有助于落实依宪治
国，发挥宪法作用，维护宪法权威，而且有助于
普及宪法知识，有助于公民通过各种宪法宣传
活动感受宪法的价值，扩大宪法实施的群众基
础。另外，设立国家宪法日也有助于在国际社
会树立我国尊重宪法的良好形象，扩大我国宪
法的国际影响。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宪法”这
个词出现了 38次。我认为，最核心的精神、最大
的亮点就是 8个字：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
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的价值要转
化为道德的约束。如何树立宪法权威，更重要的
是作为价值来追求，而不是作为一个工具来追
求。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及国有资产保护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的框架范围内，严格依照宪法所建立
的原则、制度和程序运行，设定改革的宪法界限，
通过宪法和法律权威释放改革的红利。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凝聚社会共识。一个社
会、一个共同体美好的愿望和国家的基本价值
观，民众的尊严和自由，都写在宪法上。通过宪
法来凝聚社会的共识，凝聚社会的民心，凝聚我
们社会的创造性、主动性，进而推动改革发展。

【访谈】

宪法实施需要民众的信仰
——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颁布了1部
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宪法性文件和4部
宪法，分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
法 ，1978 年 宪 法 和 1982 年 宪 法 。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后三部宪法是对 1954 年宪法的修
改。此外，1979年7月和1980年9月
对1978年宪法进行过两次局部条文
的修改。现行宪法1982年自颁布以
来，一共进行了4次修改，即1988年4
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及2004年
3月，共通过宪法修正案31条。

1988 年宪法修正案：
（一）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
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
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二）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
的规定转让。

1993 年宪法修正案：
（一）明确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写进宪法，使
党的基本路线在宪法中得到集中、完
整的表述。

（二）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
和发展”。

（三）把“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
济”，并解释为“全民所有制经济”。

（四）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形式确定下
来。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
国家的基本经济体制，并对相关内容
作了修改。

把县级人大的任期由3年改为5
年。

1999 年宪法修正案：
（一）明确把“我国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沿着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邓小平理
论指引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写进宪法。

（二）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三）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的分配制度”。

（四）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
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

（五）将国家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
济的基本政策合并修改为“在法律规
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
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
和管理”。

（六）将镇压“反革命活动”修改为
镇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2004 年宪法修正案：
（一）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增加了“政治文
明”这一概念，并规定“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爱国
统一战线的构成中增加了“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

（二）对土地征用制度修改为“国
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
予补偿”。

（三）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修改
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
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
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
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
督和管理”。

（四）将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修改
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
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
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
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
给予补偿”。

（五）增加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内
容，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六）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
的规定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
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将宪法有关
涉及戒严的规定修改为“紧急状态”
的相关规定。

（七）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

（八）将乡镇人大的任期由三年改
为五年。

（九）将《义勇军进行曲》明确规定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历程】

修宪历史

1980 年 9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
决定全面修改 1978 年宪法，并成立宪法修改委
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为主任委
员，副委员长宋庆龄和彭真为副主任委员，委员
共 103 名。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主任
的许崇德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秘书处，从此全
程参与了长达 27 个月的修宪工作。30 年后，
82 岁高龄的许崇德回忆起当年，仍记得很多细
节。“那个时候，思想氛围空前活跃。”许老说，
宪法要不要写序言、实行什么样的民族区域自
治、要不要搞司法独立和法官终身制、要不要取
消检察机关等重大问题，都被提了出来。

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争不休、共识难
达的局面。彭真之子傅洋记得，当时受命主持宪
法修改工作的彭真认为，宪法修改必须以 1954
年宪法为基础。他同时强调，修宪须以 1981 年
6 月中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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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四项基本原
则必须写进宪法，并提出，要“尽量避免引起争
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至此，对宪法的讨论走上了寻求共识的轨
道，宪法的修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82 年 4 月 21 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将之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

4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公布宪法
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这次全民讨

论，有几亿人参加，持续时间长达 4 个月之久，规
模之大、群众热情之高，前所未有。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宪法，公布施行。这一天，
成为后来的全国普法日。

许崇德认为，这次宪法修改，一个重要的成
果就是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连续
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史无前例地废除了领导人
终身制。

人大常委会本身也得到了改革。彭真主张，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能兼职。过去人大常委
会委员大都是兼职，所以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集中
到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上来。因此，1982 年宪法
第 65 条作出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
检察机关的职务。”

傅洋认为，1982 年宪法最大的亮点在于解
决了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委员会原秘书长岳祥回忆：“彭真强调宪
法是根本大法，任何人不能超越。宪法草案写完
后，他又加进了这方面的内容。”傅洋说：“这一规
定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宪政原则，奠定了中国的宪
政基础。在守法的问题上，彭真讲得非常透彻，
大体上就是三句话：中共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
律，中共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共自己
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活动。”也就是，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

文/席 悦 于中谷

【回眸】

以54宪法为基础

一部还原真实历史事件、弘扬主旋律的
法治电影《黄克功案件》，于 12 月 4 日首个国
家宪法日正式上映。

电影根据77年前发生在延安的一起真实
的刑事案件创作，讲述了1937年10月全面抗
战之际，抗大红军团长、革命将领黄克功因感
情纠纷枪杀了女学生刘茜并遭处决的案件。

“依法治国”是《黄克功案件》电影表现的
主题。当年如何处置这位战功卓著的将领黄
克功一度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抗战之际，应该
让他戴罪立功；也有人认为黄克功杀人偿命，
应该就地正法。该片真实还原了党在没有夺
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就树立起从严治党、从严
治军的风气。

我国《宪法》第 33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这部以宣传“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为主旨的影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
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 观 众 在 观 影 后 非 常 激 动 地 说 ， 这
部 电 影 案 件 不 大 ， 却 展 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依法治国的理念，“是一部很有警世作用
的电影”。 （席 悦）

【链接】

法治电影《黄克功案件》

首个宪法日上映

在四川省华蓥市高兴镇的集市上，参加“宪
法宣传赶场”活动的青年志愿者向赶场的群众宣
讲宪法知识；在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法官们
向国旗庄严宣誓⋯⋯在首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
际，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学习宪法、讨论宪法、传
播宪法的“宪法热”。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
人们分享自己对宪法的认识体会，讲述自己在宪
法学习中的小故事。原来，宪法就在你我身边。

法国哲学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
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
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4 日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宪法日。应该
说，我们迎来了一个法治大跨越大发展的新时
代。作为一名法官，我备感振奋，也促使我不断
地思考和反省，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法官，如何
能为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北京市朝阳区
法院奥运村法庭副庭长刘黎告诉记者。

从 2006 年开始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刘黎在
7 年多的时间里总共审理了 2500 多件民事案
件。“法官是‘运送’正义的职业，这份职业注定
我们永远在路上，永远通过对一个又一个案件
的审理，将公平正义‘运送’到百姓心里。”

刘黎认为，每一个个案的公正审判都是一

张法治名片，也是一张法治的宣传单。老百姓
正是通过这一张张名片，一张张宣传单，看到社
会的公平正义，树立起对法治的信仰。

“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肩负着重要责任。”江西
省吉水县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稂勇智在再次深
入学习《宪法》后深有感触。

近日，江西省吉水县检察院通过开展各项
活动，迎接首个国家宪法日的到来。记者了解
到，该院召开了宪法历史研读活动，组织全院干
警细读、细品宪法，对宪法的历史沿革和具体条
文进行深入了解。他们还派出法律宣讲团成员
走进乡村、社区宣传宪法精神，并与联系单位开
展宪法精神交流会。

作为一名公诉检察官，稂勇智认为，既要公
正司法，更要严格司法；进一步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检察权，自觉抵制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要求落到实
处。“结合我们正在开展的‘增强党性、严守纪
律、廉洁从政’专题教育活动，要进一步提升自
己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
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
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保证法律

的正确实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并加大
法律援助。”

宪法序言中写道：“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
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
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
高的法律效力。”

在河北省万全县司法局的赵春颖看来，这
些字重如泰山。“我们要敬畏宪法。因为只有心
存敬畏，才能仰望之。敬畏宪法，意味着任何组
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敬
畏宪法，意味着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
以追究。”

赵春颖认为，对宪法的信仰，就是对公平正
义的信仰，对法制的信仰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通过设立‘国家宪法日’，让人民的心中树
立宪法最大的理念与信仰，让宪法成为依法治
国进程中引路前行的太阳，法治才能真正走入
民心，内化为人民的精神支柱，固化为民族进步
的基因，并将宪法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大家表示，捍卫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不
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
过程，需要人们对宪法持之以恒地敬畏和信仰。

文/本报记者 李万祥

【反响】

让宪法成为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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