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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新征程的宪法引领与保障

谢伏瞻

宪法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我国宪法同党和

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与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

民开辟的前进道路与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同中华民族

的复兴之路紧密相连。实践证明，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

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党和人

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

益的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维护民族和谐团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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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宪法，是

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治保障，必须全面贯彻、长

期坚持。

宪法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这是我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

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经过

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根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实践，

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

创新成果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下来，使之成为国家意志

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遵循，成为新时代引领和保障中华民

族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根本法依

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道路选择

我国现行宪法开篇写道：“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

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有国有史，传承至今，

不曾中断。中华文明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治国理政智慧。在世

界法制史上，中华法系以其体系庞大、规范严密、德法兼顾

而独树一帜，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到了近

代，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朽，中国一步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深重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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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

梦想。为了走向国家富强、实现民族复兴，曾有一些政治势

力寄希望于效仿西方宪法制度，试图通过变法立宪来改变中

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但几经探索都没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

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人民依旧深陷苦难，民族依旧蒙

受屈辱，国家依旧积贫积弱。究其根源，就在于这些宪法模

式的理念依据、道路选择、制度安排与规范设计不符合中国

国情，不契合民族特性，不反映社会规律，不代表人民利益。

历史已经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模式根本不可能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观念引领和制度保障。中国必须从自己的

国情和实际出发，选择符合自己历史发展规律的民主政治和

宪法道路，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政治障

碍、提供宪法保障。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我们党就进

行了制定和实施人民宪法的探索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

1954 年宪法确认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事实，引领了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1982 年现行宪法开创了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肯定了中华民族

富起来的发展道路和建设成果，引领和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

和实施的社会主义宪法，才能引领和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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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引领和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国现行宪法是在深刻总结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成功

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宪法确立的一

系列根本性制度、原则和规则，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坚实

的实践基础、牢固的民族认同感和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宪法基础与充分的宪法保

障。

翻开现行宪法序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清晰可见。宪法修正

案对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程进行宪法确

认，勾画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回溯新中国的宪

法制度史可以发现，我国宪法既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确

立、道路选择、制度设计与方略安排，得到不同时期宪法的

确认和保障。

回顾人类宪法发展史，好的社会实践与好的宪法有机关

联、相辅相成。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有一部好宪法的引领

与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就能成为一个必将实现的宏伟目标。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我国现行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相辅相成，既深刻反映社会主义宪法发展的一般

规律，又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规律。

此次宪法修改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对新中国成立近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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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一系

列重大历史性成果作出最新确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进行最高法律确认，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稳

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宪法保障。

新时代的宪法修改铸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魂

此次宪法修改，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踏上新征程中的一次重要政治宣言。新时代

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此次宪法修改最重大的核

心要义和最深刻的精神实质，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这充分

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

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对于更好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

保障作用，进一步筑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复兴之路须有方向，复兴之体须有灵魂。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仅是一个物质文明日益丰富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断

塑造精神文明、凝魂聚气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

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透彻阐述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内涵、目标任务、实现路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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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步骤，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历史

新方位，是走好新时代民族复兴征程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强大

精神力量。

此次宪法修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根本任

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等，使我国

宪法实现与时俱进，始终成为国家发展进步、人民创造幸福

生活、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法治保障。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定宪法自信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

具，历来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对宪法确立的指导思

想充满自信。我国宪法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也就

确立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

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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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

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这一思想贯穿到哲学

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课程设置、教

材编写、学术评价等各环节。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对宪法确立的发展道

路和奋斗目标充满自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明确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

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宪法引领、规范和保障下，阐释中

国道路、提炼中国经验，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

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指导思想、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对宪法确认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我国宪法规定，社

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必须坚持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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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

问题，把握好政治立场坚定性和科学探索创新性的有机统

一。既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

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对宪法确认的我们党

领导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

满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蕴含着强大

的精神力量，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也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传统

美德等，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的重要思想源泉。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努力提出能够体

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不

断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发挥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

要作用，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来源：《人民日报》（2018 年 06 月 26 日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