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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我们迎来首个国家宪法日。
这一天，我们期待已久——
我国宪法序言明确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

的法律效力。我们期盼，作为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
在公民心中不再遥远，更多的人能亲近宪法，感触宪法的关怀
和温暖。

这一天，我们为之振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

依宪执政。我们明白，公开向宪法宣誓，不是一种简单的仪式，
而是对公职人员要自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提醒，也是依法
接受人民监督、向人民作出庄严承诺的过程。

这一天，我们充满憧憬——
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宪法——既不是刻在大

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我们
希望，通过宣传宪法精神，用宪法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公民责
任，让宪法精神印刻在每一个公民心中。

今天，本报推出专版报道，从历史和现实的细节中体会宪法的
关怀和温暖，切实增强人们的宪法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
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共同奏响法治建设的最强音。

宪法，我们向您致敬
——首个国家宪法日特别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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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
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
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
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
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
于 1954 年、1975 年、1978 年和 1982
年通过 4 部宪法，现行宪法为 1982
年宪法，并先后历经 1988 年、1993
年、1999年、2004年共4次修订。

1949年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等国家的重
要制度。共同纲领在新中国的立
宪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解决了在

还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条件的时候建立和治理新中国的
宪法依据问题。

1954年
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确
立了我国基本的宪政制度，体现了
人民的意志和利益。1954 年宪法
的一些基本内容和重要原则，为后
来宪法和宪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1975年
“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使

我国的宪政遭到严重破坏。在此
背景下制定的1975年宪法，深深地
打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烙印。

1978年
1978 年，大规模修改后的宪法

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通过。受当时历史条件的
限制，这部宪法未能彻底清理文化
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想影响，还存

在一些不正确的政治理论观念和
不适应客观实际情况的条文规定。

1982年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1982 年 12 月 4 日，五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
法，即 1982 年宪法，也是迄今一直
在实施的宪法。1982 年宪法继承
和发展了 1954 年制定的宪法的基
本原则，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的经验，并吸收了国际经验，是一
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大法。

1988年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第一
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
法。一是明确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
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二是规定土
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

1993年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了9条，

确认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确立
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1999年
1999 年 3 月，九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
理论写入宪法，确认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

2004年
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了13条，
写入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首次
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
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写
入宪法。这次修宪是历届修改条数
最多、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次。

2014年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作出决定，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
宪法日。据此建议，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宪法大事记

记者 丁谨之 通讯员 汪斌

江南好，冬来山色青。宪法诞
来一甲子，提笔首字在葛岭。忆来
旧栏凭。

走近杭州北山路84号，只见一
扇月洞形的小红门，门外延伸着块石
垒砌的围墙，大丛绿色植物从墙头探
出，在门前弯下累累枝条。这里便是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地。

漫步在这座民国时期的旧宅
中，可见60年前起草宪法的历史图
片、报刊资料、政府档案。这些泛
黄的图文档案前，人们驻足、细看、
议论，那些有关新中国首部宪法的
岁月记忆被重新唤醒，鲜活如新。

从 1954 年到 2014 年，新中国
宪法已走过了一个甲子。1954 年
通过的“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鲜为
人知的是，它的背景竟抹有几分西
湖的冬韵。

1953 年 12 月 27 日，刚在专列
上度过 60 周岁生日的毛泽东，悄
然来到杭州。路途中，他说：“治
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
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
立国安邦的大事。”这注定了是一
次身负重任的“休假”，列车南下的
隆隆声中，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已在
毛泽东的脑海酝酿。

“简明”是起草宪法时毛泽东
的指示。起初他决定写 100 条，比
后来通过的 106 条，仅少了 6 条。
这言简意赅的 106 条，凝聚了起草
团队 100 多个日夜的笔耕不辍。
胡乔木在一个月中先后拿出 3 稿，
最终因疲劳过度患上中心性视网
膜炎，不得不赴苏求医；后继者田
家英既参加讨论，又参与修改，32
岁的他因劳累过度而吐血。

毛泽东是这个宪法起草组的

主心骨。在省档案馆收藏的《毛泽
东与浙江》一书中，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谭启龙回忆：1954 年 1 月 9
日，宪法起草正式开始。每天 15
时，毛泽东便会来到北山路 84 号
30 号 楼 ，常 常 一 干 就 是 一 个 通
宵。在曾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的
王芳记忆中，为了起草宪法，毛泽
东的办公桌上总堆满了各种书籍、
资料和文件。

杭州的雪天，毛泽东爱在西湖
畔漫步。雪地上留下一串串伟人坚
实的足迹，首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也
渐入佳境。这部“开门立宪”的经典
之作，从提出初稿到最终通过，关于

“五四宪法”的讨论持续多月，参加
人数多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四分之一，各方提出的意见共有118
万多条。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宪
法起草委员会对草案又作了修改。
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正式诞生。

“云流千里远，人对一帆轻。”
尽管首部宪法的起草倾注了毛泽
东的心血，但当有人提议将这部宪
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时，毛泽东
却坚决拒绝，并要求删掉宪法草案
中颂扬自己的条文。“那样写不合
适，不合理，不科学。”他严肃地说。

拟宪法，在西湖。因而“五四
宪法”草案也便有了“西湖稿”的
雅号。毛泽东为何选择在西湖边
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许是
西湖碧水的灵动能启发人思考，
许是葛岭旧宅的文人墨香能赠与
人灵感。其中原委已无人能言。

无论是怎样的机缘巧合，中国宪
法史中已留存下几分西湖的茶烟日
色，也让这片江南山水多了一段关于
起草新中国首部宪法的渔樵夜话。

“五四宪法”的杭州印记
——探访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地

记者 黄宏

“即使对个人生活来说，宪法
也非常重要。”见到 86 岁的王为秀
老人时，正值第一个国家宪法日前
夕。对宪法，他有着特别的感触。

1954 年 9 月 20 日，参加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的
1226 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部
宪法在杭州起草，1946 年参军入
伍的王为秀，是当年负责安全保卫
的工作人员。

现在，王为秀还记得毛主席是
1953 年 12 月到杭州，“只知道主席
住在刘庄，其他就不清楚了。”直到
后来，王为秀才知道，毛主席来杭
州，是为了制订新中国首部宪法。

渐渐地，因为保卫工作的需
要，王为秀知道一个更神秘的地
方：北山路的一个别墅群，他常去
的，是 30 号楼。在那里，他看到了
田家英、叶子龙，还看到一个熟悉
的身影——毛主席。

1954 年 3 月，几易其稿，宪法
草案终于出台。1954 年 6 月，宪法
草案在报纸上公布。

后来，王为秀被调到绍兴县公
安局工作，开始参加具体案件的侦

破，越来越感到法律对普通人生活
的重要性。十年浩劫开始后，对宪
法的重要性，王为秀的感觉更加强
烈。当时那种人人自危的氛围，至
今仍然给他留下深深的印象。

“ 不 仅 我 保 卫 过 的 很 多 领
导，就连我自己也遭到批斗。在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法律
尤其是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对
一 个 国 家 、对 每 个 公 民 的 重 要
性，就像定海神针一样。”

1982 年，现行宪法公布，当
时全国各地都派干部深入田间
地头，向群众宣讲宪法。

当时已是绍兴地区公安处副
处长的王为秀，每次到基层检查工
作，都会告诫民警一定要学习宪
法，依法办事，“正是有了那么多的
亲身经历，我才深切感受到宪法和
法律的重要性。”

如今，王为秀已从省直机关事
务管理局离休 20 多年，有关宪法
和法律方面的新闻，仍然是他关注
的重点，还时常会做一些记录。

“设立国家宪法日，这是一件非
常好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大家，宪法
非常重要，依宪办事非常重要，千万
不能忘了这一点。”老人语重心长地
说。

86岁的离休干部王为秀——

亲历首部宪法起草

记者 廖小清 通讯员 盛相良

迎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68岁
的杭州国税局原局长杨采妹格外
高兴，因为她当选第四、五届全国
人大代表时，先后参与了 3 部宪法
的审议，对宪法有着特殊的感情：

“设立国家宪法日，充分说明了宪
法的重要性。”

说起和宪法的情缘，还得追寻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1975 年，身
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她，被
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
年，她在萧山县（现萧山区）任职
时，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那
时，萧山就她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她感到格外光荣，每次到北京开会
都特别认真。

杨采妹记得，1975年1月13日
至 17 日在北京举行的四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程就
是修改宪法。随后，连任第五届全
国人大代表的她，又先后参与了
1978年的第3部宪法、1982年的第

4部宪法的审议。
让杨采妹记忆最深的是，1982

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投票通过第4部宪法时，她是大会
的监票人之一。“站在票箱边，感到
特别神圣！”杨采妹说，她和一名少
数民族代表共同负责一个区域的监
票任务，还因此成为摄影记者聚焦
的对象，这也是她的照片平生第一
次上了中央主要媒体。

如今，杨采妹已经退休，但她
仍然格外关注宪法和法治建设的
进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她认真
地学习了好几遍。让她记忆特别
深刻的是，决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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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宪治国是第一次载入到我
们党的最高政治文件中，意义非同
凡响。”杨采妹说，这也表明，每个
人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
实施的职责。

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杨采妹——

难忘三次宪法审议

记者 廖小清

“历史早已证明：什么时候法
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
么时候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
民怨。”作为第九、十、十一届全国
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
席赵林中先后参加了两次宪法修
正案的审议，对宪法有着特殊感
受。

正因如此，赵林中担任全国人
大代表的这10多年，几乎每次去北
京参加全国人代会，都是代表团中
提出议案、建议最多的代表之一。
其中最多的一年，他整整带了 112
份议案和建议。

“每次修改，都是对宪法的一
次完善，都是法治进程的一次进
步。”最近，当赵林中看到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时，又想到 1999 年的宪法修
正案。“当时，宪法就增加了‘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内容。”他说，这次，党中央作出这
个重大决定，既进一步指明了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方向，又充分说明
依法治国的重要性。“那次修改，还
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在农
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些修改，
影响深远。”

2004 年 3 月 14 日，十届全国
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
案，是历届修改条数最多、涉及内
容最广泛的一次。赵林中的感受
也特别深刻，尤其是“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
产不受侵犯”等条文写入宪法，“这
些修改非常振奋人心，当时大家讨
论热烈。”

“现在的宪法已经相当完善，关
键是要执行好，真正做到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在全社会形成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
赵林中说，这是对宪法的最好维护
与捍卫。

3届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

修宪见证法治进程
3届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

修宪见证法治进程

1954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浙江干部群众庆祝宪法草案公布。

杭州印刷厂工人正在赶印宪法草案。

北山街 84 号 30 号楼边的平房——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草案）办公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