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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文化与宪法命运 

上官丕亮

    宪法文化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是指一国公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宪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

有关宪法现象并直接影响人们宪法行为的、具有普遍性并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的总称。  

    

    回顾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从清朝末期的《钦定宪法大纲》算起，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就已制定了十

余部宪法、宪法性文件及宪法草案。但直到新中国建立三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才使中国真正开始了社会主

义民主宪政的历程。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20世纪我国制定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但都没有得到很好

实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宪法文化的缺位是一个重要原因。  

    

    宪法文化的含义  

    

    宪法文化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是指一国公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宪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

有关宪法现象并直接影响人们宪法行为的、具有普遍性并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的总称。  

    

    宪法文化不包括宪法规范、宪法制度等所谓物化形态，也不等于一般的宪法心理、宪法观念、宪法思

想等宪法意识。宪法思想和宪法理论只是少数人的宪法意识，不属于宪法文化。宪法心理和宪法观念也不

全是宪法文化，个体的宪法心理和宪法观念不属于宪法文化；群体的宪法心理和宪法观念，如学者型和官

方型的宪法心理和宪法观念，最多只能说是一种亚宪法文化；只有社会普遍存在的宪法心理和宪法观念，

即大众型的宪法心理和宪法观念，才真正是一个国家占主流地位的宪法文化。  

    

    宪法文化的功能  

    

    宪法文化不仅影响宪法主体的立宪行为，决定着宪法制度的内容和模式，更重要的是它还影响宪法主

体的行宪行为，决定着宪法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即行宪的结果。宪政是实施宪法所形成的民主政治体

制，也就是充分行宪的结果。  

    

    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宪法文化的支持。英、美等早期

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在宪法产生之前，就有了学者型的宪法理论和宪法文化，宪法制度确立后，又很快

形成了官方型和大众型的宪法文化，因此他们的宪法制度有比较成熟的宪法文化的支持，能得到较好的运

行，真正实施宪政。  

    

    然而，后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世界立宪潮流的影响下模仿西方制定了一部部宪法，在立宪前这些国家

本身并未内生宪法文化，这样就造成有宪法制度而无宪法文化的局面，在立宪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自己又

并不认真遵守和实施宪法制度，当然也不重视宪法观念的宣传等宪法文化的建设，自然未能造就本国的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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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文化特别是大众宪法文化，这些国家的宪法制度的实施也就没有宪法文化的支持，所以实施状况很不理

想，宪政也就不可能实现。  

    

    可见，宪法文化是宪政得以存在和维持的必要基础。没有宪法文化，宪法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实施，也

就不可能有宪政；宪法文化层次低，宪法制度实际运行状况就差，宪政程度也低；宪法文化层次高，宪法

制度实际运行状况就好，宪政程度也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宪法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宪法

的命运。  

    

    我国宪法文化的建构  

    

    目前我国大多数公民对宪法的认识仍简单地停留在"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上，对宪法的认识还相当

肤浅，可称得上的宪法文化并不多。"人民主权"、"权力制约"、"人权保障"、"法治"、"宪法至上"等这些

有利于实施宪政的宪法意识主要还是学者们的观念、思想或理论，主要流行于大学法学院的讲坛上，最多

只能算是学者型的亚宪法文化，尚未能广泛传播于社会普通大众之中而成为一种大众型的主流宪法文化。

可以说，这是造成我国宪法未能得到很好实施之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建构我国的宪法文化是

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我们要加强宪法观念的传播，推动宪法文化的建构。宪法文化主要是宪法观念的普及化，宪法观念的

宣传和传播直接影响着宪法文化的形成。当前我国必须注意加强宣传和传播人民主权、人权保障、权力制

约、法治、宪法至上等宪法观念。值得高兴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权力制约"、"保障人权"、"依法治

国"、"法治"等宪法观念近几年来已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性的讲话用语，不时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正式

文件之中，有的已成为宪法的明确规定，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坚

持依法执政"等主张，这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宪法文化的全面建构。  

    

    我们要加强宪法制度的建设，促进宪法文化的建构。宪法文化决定宪法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与此同

时，宪法制度又对宪法文化具有决定作用，宪法制度的创立和实施能带动宪法文化的形成。  

    

    我们要加快建立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的宪法制度以及宣传宪法文化等相关制度，通过宪法制度的创新

和实践来促进宪法文化的构建。  

    

    我们要加强宪法理论的研究，引导宪法文化的建构。宪法理论是宪法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宪法文

化的形成以及宪法制度的确立和变革都需要先进的宪法理论指导。  

    

    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宪法文化的过程中，宪法学理论工作者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加强宪法文化

理论的研究，为我国宪法观念的更新以及宪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和营养，引导我国的

宪法文化朝着宪政的方向发展。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2003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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