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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
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社会
进步和长治久安的基础，是党和人民
集中意志的体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团
结奋进的保证。2014年 11月 1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
日的决定》，将每年 12 月 4 日设立为
国家宪法日。

在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
际，特别推出“缅怀宪法前辈 尊崇宪
法权威”专题，讲述钱端升、吴家麟、
王叔文三位法学先辈与宪法的故
事。他们是我国宪法领域之翘楚，参
与并见证了我国宪法的成长，筚路蓝
缕建构学科，躬耕学术著书立说，为
推动我国宪法理论和立法工作发展，
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做出了
巨大贡献。

钱端升：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主
要起草者之一

钱端升（1900年—1990年），中国
共产党党员，民盟盟员，政治学家，法
学家，教育学家，社会活动家，生前是
中国政法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
有《法国的政治组织》《德国的政府》

《法国的政府》《比较宪法》等。
1948 年 4 月，中共中央号召全国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
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
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
政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
是拟订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
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
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见证了《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共
同纲领》在新中国立宪史上具有重要
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治国，须有一部大法。”1953年，
毛泽东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开始
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
稿）》。1954 年 1 月 9 日，宪法起草工
作正式开始，钱端升作为法律顾问，
对宪法草案进行了专门研究。钱端
升就宪法草案的结构、原则及条款等
方面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为一名宪法学家，钱端升深谙
只有符合公民自由要求并为公民自
由提供特定保障的宪法才能称之为
宪法，所以他特别关注宪法文本中关
于公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同时，他对
宪法草案中关于政府机构的组织、职
权等方面规定也提出了许多具有重
要价值的意见。

1954年 6月 11日，宪法起草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
举行，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这是向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提交宪法
草案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钱端升
出席，并向毛泽东主席说明了武装力
量和武装部队的称呼问题。1954年9
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新中国的总章程、根本法正
式诞生。

吴家麟：

新中国宪法学奠基人
之一

吴家麟（1926年—2017年），我国
著名宪法学家。1951年从北京大学毕
业，1983年任宁夏大学校长。参与编
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任宪
法、行政法副主编。他撰写的《宪法基
本知识》是新中国第一本宣传宪法的
著作，主编的《宪法学》是“八二宪法”
颁布后国内第一部宪法学教材。

1951年，吴家麟北大法律系毕业
后作为研究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
律系，主攻国家法（即宪法）专业。因
工作需要，1951年底被调到中国人民
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任教，并担
任中国国家法教研组组长，主讲中国
国家法课程。1954年，国家首批评定
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吴家麟被评为讲
师。就在这一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中
国第一部宪法，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
宪法的热潮。为了配合第一部宪法
的宣传和教育，他撰写了《宪法基本
知识讲话》小册子，同年由中国青年
出版社出版。这是宪法颁布前夕第
一本系统宣传宪法的书，深受读者欢
迎，印刷发行了90万册。

当时，中国宪法学处于新旧法学
交替转换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
学理论还处于萌芽状态。吴家麟在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
专门讲授宪法学课程，他将马克思主
义原理运用于中国宪法的理解中，对
新中国宪法的原则、特点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和认识。所以，吴家麟教授的
宪法课生动饱满、风趣幽默，经常博
得学生满堂喝彩。

“八二宪法”颁布后，围绕宪法的
介绍与阐释，学者们展开了全面而细
致的讨论。当时，国内还没有一部系
统完整而又反映宪法内容与特色的
宪法学教材，主持司法部法学教材编
辑部工作的王珉灿先生找到了吴家
麟，委托他主编《宪法学》和《法律逻
辑学》。在司法部法律教材首批教材
编写计划中，吴家麟教授是唯一主持
两 门 学 科 教 材 编 写 工 作 的 学 者 。
1983 年 5 月，他主编的高等法学教材

《法律逻辑学》在群众出版社出版，该
书首次明确使用“法律逻辑学”这一
学科名称。同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
由吴家麟主编的高等法学教材《宪法
学》，该书是“八二宪法”颁布后国内
发行的第一部宪法学教材，产生了重
大的学术影响，它的体系内容和编排
模式成为后来各类宪法学教材的重
要范本。

吴家麟教授对我国宪法学理论
体系的建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新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创
始人之一，他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工
作长达 50 多年，在宪法学、法律逻辑

学、法理学乃至政治学领域都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王叔文：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主
要起草者之一

王叔文（1927年—2006年），中国
共产党党员，法学家，曾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法学会宪法学
研究会名誉会长，生前是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终身研究员。主要
著作有《王叔文文选》《宪法是治国安
邦的总章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导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
论》《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等。

王叔文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宪法
学理论研究，并且积极地参与宪法、
港澳基本法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工
作，是新中国宪法学理论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宪法学界学术
团体和学术活动的卓越领导者和组
织者，对我国宪法学研究事业的繁荣
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5年起，王叔文连续四届担任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总干事，
2003 年起担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
究会名誉会长。1987 年至 1999 年担
任国际宪法学协会理事，1991 年至
1999 年担任国际宪法学协会执行委
员。王叔文曾参加过 1982 年宪法的
起草工作，1985年起参加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88年起参
加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
作，并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
员会的立法工作。

王叔文在科研工作中始终如一
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
在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理
论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开创性
研究。在长期的宪法学理论研究过
程中，王叔文依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原
理，结合我国宪法实施的实践，先后
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宪法的指导思想
和基本原则，宪法制定、解释、修改，
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基本义务，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宪法学的基本
理论等方面的论著和学术论文，形成
了比较系统的宪法学术思想，对促进
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担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
会总干事期间，王叔文主持和召集了
一系列包括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
会年会在内的宪法学学术研讨会，对
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
践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产
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此外，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
间，王叔文曾经联合其他全国人大代
表向全国人大提出了设立宪法委员
会的议案，对推动我国宪法实施监督
制度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
响。他还提出了制定《立法法》的议
案，被立法机关所采纳。

（来源：人民法治之声）

2014年3月3日，许崇德走完了85年的
一生。这一天，离他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
部宪法 60 年纪念日只有半年多。这位 26
岁就参与新中国首部宪法起草、最终统稿
现行宪法、负责港澳基本法的起草修订的
宪法大家，将生命的痕迹永远留在了新中
国宪法史上。

温和谦逊，与人为善，兢兢业业，勤勤
恳恳，潜心钻研，醉心学术，静心求道。这
就是有口皆碑的宪法学家许崇德。

2018 年 11 月，《人民日报》刊登了 100
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许崇德
是入选的两位法学家之一。

参与新中国首次修宪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许崇德
见证了新中国宪法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
整个历程。但是鲜有人知的是，他和宪法
学的缘分，早在六七十年前已经注定。

1929 年 1 月，许崇德出生在上海青浦。
八岁那年，日军侵华，上海沦陷。冬夜，母
亲带着许崇德逃难，经过淞沪战场，当时的
惨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记。那时候，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已经
在他心中萌芽。

“因为战争原因，当时我讨厌侵犯中国
的日本人，就想着怎么‘整’他们。看到（远
东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用的武器是法律，于
是决定了要学法。”许崇德曾一字一顿地解
释学法律的原因。1947 年，18 岁的许崇德
考入复旦大学法律专业。在这里，他遇到
了启蒙恩师——张志让教授。张志让上课
时不仅讲宪法原理，还联系实际批判国民
党的民国宪法，很受欢迎，课堂总是坐得满
满当当。

新中国成立后，张志让参加了新中国
宪法的起草。而这时，昔日的弟子许崇德
也从复旦大学毕业，参与到了这项工作
之中。

1954年，作为学习宪法的人大研究生，
刚从山东参加完全国首期普选试点工作的

许崇德，被选中进入新成立的“宪法起草委
员会”。委员会全部工作都在中南海展
开。年仅26岁的许崇德在中南海开始了参
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神圣工作。

年轻的许崇德主要负责收集整理各国
宪法立法例、整理编辑宪法名词解释，以及
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意见建议。其中，最
后一项工作最为重要，不到 3 个月的时间
里，宪法修改委员共收到 100 多万条的意
见，许崇德和同事们日夜加班加点忙碌，依
照草案的条文顺序，对意见进行分类整理，
最终形成了 16 本厚厚的《全民讨论意见汇
编》，供草案修改时参考，也供第一届全国
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翻阅。

1954 年 9 月 20 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通过。许崇德站在怀仁堂的走廊上，见证
了全过程。

为港澳回归贡献智慧

如果说制定“五四宪法”时还只是做辅
助工作，1982 年修宪，许崇德则是全程参
与、“一统到底”。1982 年 12 月 4 日表决通
过的“八二宪法”和后来的四个修正案，构
成了我国现行宪法。与过去的宪法相比，

“八二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
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并专门规定了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开风气之先
的重要原则和理念。多年来的实践证明，
这部宪法对于公民权利的逐步完善和国家
法治的进步起到了关键的基石作用。

完成 1982 年的宪法起草工作后，许崇
德接到了新的任务：起草香港特区基本
法。经过一段时间集中学习，许崇德等五
位起草委员赴港实地调研。在港期间，起
草委员们与工商、金融、航运、法律、教育、
科技、文化等各界人士座谈，座谈会一天开
两三场，甚为紧张。他们还深入工厂、码
头、学校、医院、新界农村参访，并拜访了总
督府，旁听了立法局会议和法院开庭审理
案件，了解香港司法制度的运转。

许崇德后来总结，起草香港基本法，既
是立法工作、统战工作，又是外事工作、群
众工作。经过5年殚精竭虑起草制定，1990
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香港特区基本法。那天，列席会议
的许崇德目睹法律通过，抑制不住自己的
心情，当即写下两首七绝。其中一首写道：

“银灯闪闪比繁星，喜乐洋洋溢四厅。百五
十年蒙国耻，扫开瘴雾见山青。”

此后，许崇德又受命参加澳门特区基
本法起草，并先后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
员和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为港澳回归贡
献了自己的智慧。

事实上，自1987年以来，许崇德培养了
50 多位博士。其中，有当今宪法行政法学
界的骨干力量，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的韩大元、胡锦光、莫于川、李元起等教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振民、余凌云等教授；
同时，还有慕名而来的港澳台学子。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应琛）

筚路蓝缕建构学科 躬耕学术著书立说
——记三位法学先辈与宪法的故事

宪法学家风采宪法学家风采

许崇德：
宪法相伴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