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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二十四章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筹划、起草、修改到最终确立的全过程。内容包括：
建国前的宪法概况，共同纲领产生的历史背景，共同纲领的起草经过，共同纲领关于国家性质问题的
规定等。

Page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精彩短评

1、作者参与制定82宪法，也算是第一手史料了。
2、耗时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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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一个学宪法学的学生必须读宪法史，甚至，一个法科学生必须读宪法史。这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就
意识到了的问题。
   我接触到的法科学生普遍对法学理论和法制史缺乏兴趣。“学这些有什么用？”我也曾见过好几个
老师缺乏法制史常识，却经常在课上卖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总而言之，法科学生和老师对法制史
知识的冷漠和匮乏令我感到震惊。
   我对立法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学一个部门法我就想知道该部门法律的发展史。民法老师还会给我们
讲一讲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及其意义。刑法老师可能会提到贝卡利亚的名字。而商法
老师则只会讲中世纪商法如何发展，但是很多学生对中世纪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会明白黑暗的中
世纪，其它法律学科沦为神学的奴婢，为何偏偏商法得到了发展。 
   谈论中国宪法史，不得不读许崇德老先生的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该书第一章简要介绍
了新中国建立前的宪法概况，还算是老僧常谈。接下来用几个章节介绍了《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
、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1982年宪法，重点是《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浓墨
重彩地介绍了起草经过，并分章节介绍了这几部先发文件的章节内容。而对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
法则予以全面批判，对照1954年宪法条文对其增删部分予以说明和反思。因为这两部宪法并非经过精
心立宪准备和广泛谈论、群众参与的宪法，所以一切从简，立法质量也是最为低劣的。
   《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宪法性文件，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但是1954年宪法制定后，
它就被取代，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我们现在了解这不宪法性文件，多是从其政治协商的政治作用方
面来看待它，而不是从它对中国宪政的奠基作用来看待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赞成《共同纲领》是
新中国第一步宪法，甚至，1954年宪法制定后，《共同纲领》并未失效，其关于民主政治的规定仍然
在发挥着作用。这样的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共同纲领》中去挖掘出宪政资源来。
   许崇德老先生在本书中揭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领导人与宪法的关系问题。
   1954年起草宪法时，当时的民主风气是正常的。毛泽东的意见并非绝对命令。他的有些意见未被采
纳，他本人对此也比较大度，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是完全符合他当时所主张的民主的原则的。不
仅如此，他还鼓励当时起草委员会的成员胆子大一点，“搞宪法就是搞科学”“不要迷信，破除迷信
”。这一系列事情表明，50年代初的毛泽东是比较清醒的，比较谦虚谨慎。但是到了毛泽东晚年，这
样的民主作风和宽容大度却得不到坚持。“ 1975年宪法形成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影响和领
导下进行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绝对是宪法草拟的根据，宪法中的一些主要内容的确定以及每一
草案的拟就，都经过毛泽东的首肯或者否定。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毛泽东建议下起草的1975年宪
法，其主要的内容和实际上都是当时他的观点和言论的条文化。”
   毛泽东个人前后对宪法的重视程度的变化，对民主采取的态度的变化，很具有时代性，也直接决定
了新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当然，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宪法的影响没
有这么大，但是不能说没有。
   在新中国宪法史上，处处可以看见武大法律人的身影。国民党为制定1946年宪法而与共产党代表进
行的重庆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就是武大的老校长王世杰。王世杰在与共产党谈判的过程中，虽然是站
在国民党的立场，但是始终是亲共产党的，对和平建国是满怀期望的。后来王世杰随国民党退守台湾
，晚年渐渐淡出政坛，但是时刻念念不忘珞珈山。不知道他是否牵挂大陆的宪政，尤其是1954宪法的
颁布，对作为宪法学家有何触动。54宪法在咨询专家意见时，武大老校长周鲠生就提出了很多专业独
到的意见，并得到了采纳。1982宪法起草时，何华辉教授也写信到北京，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82
宪法通过之后，何华辉教授连同他的同门许崇德先生一起积极从事新宪法的宣传普及工作之中。武大
人的名字与中国宪政联系在一起，既是武大人对宪政的贡献，也是武大宪法学学科优势的最好佐证。
   11月12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中国
百年宪政史上两个标志性的人物交汇在11月12日这样一个日子，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告诫我们：光有
一部宪法远远不够，立宪不易，行宪更难！法律得不到服从的社会，谁都没有好下场，即使是国家主
席！
    我们需要有历史观。一个社会需要有明确的是非观、明确的价值观。对历史人物的功过可以有宽容
的态度，但是对历史出现的错误要彻底地反思，深刻地反省，以推动现在制度的完善。清算历史是为
了我们更好的未来，对历史不能留下情面，反思历史，可以启迪未来。这是我们读宪法史以及一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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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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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的笔记-第1页

        1 月17日晚，宪法修改委员会堂小天津厅举行成立会，亦即秘书处第一次会议。由秘书长胡乔木主
持，参加的有：吴冷西、胡绳、甘祠森、张友渔、叶笃义、邢亦民、王汉斌、王叔文、肖蔚云、孙立
、许崇德、李剑飞等。会议聆听了胡乔木的长篇讲话，胡乔木讲话的主旨是关于他所思考已久的改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体制，实行两院制”的设想。他认为，目前全国人大有3000名代表，召集不
易。会议举行的时候，又因人数太多，很难讨论深入，从而通过决议不免有走过场之嫌。为了使人民
代表大会摆脱给人以“橡皮图章”的印象，他主张全国人大应缩减代表人数，比如说，减到1000人，
然后再分为两个院，每院各500人，分头议事。人少了就便于认真讨论问题，也可以展开辩论，这样，
可以使全国人大成为真正的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会议对秘书长的讲话稿事讨论之后，即宣布会。这
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1点钟了。
p563

吴家麟教授说，宪法条文要讲究规范性、逻辑性，不能用宣传性的标语口号。例如“人民解放军是工
农子弟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等。在宪法中也不应多处说“依法”如何如何，说“依法”首先
要依宪法。只说“依法”如何如何，实际上是给普通法律以无限的权力。例如“法院审判案件除法律
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这样就把“特别情况”的规定权交给了普通法律。宪法第三十四
条“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等于没有规定。这些把宪法权力交给普通法律的
规定，使我国从不会发生违宪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若规定不具体，不规范，也无法落实。例如人
民代表有质询权，但没有规定答复质询的时限，因而被质询者就可以“研究研究”为借口，长期拖延
。这类问题很多，应该加以具体规定。p 592

胡乔木对宪法草案修改稿作说明
总纲：7土地所有权做了文字改动。有人提议城乡土地应一律规定：为国家所有，另有人则认为，农
村土地国有，会引起很大震动，没有实际意义。开始的时候，土地为农民个体所有，合作化后已经归
了集体。所以不必宣布国有。如果规定农村土地一律国有除了动荡，国家将得不到任何东西。即使宪
法规定了国有，将粗家要征用土地时，也还是要给农民报酬。由于目前还没有统—的法律规定，因此
出现不好的现象，例如农民要价过高，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现在规定征用的统一办法。既然不许买
卖，所以家不用“征购”，而只提“征用”。
p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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