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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124”法制宣传日 12月4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但从今天开始，中国人已给她赋予了不平常的意义。?? 19

年前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颁布实

施了。从此，刚刚从灾难深重的恶梦中解脱出来的祖国，开

始踏上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正常轨道

；19年后的今天，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四五”普法规划

明确规定：“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一

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同时，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为此

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从此，作为法律人，作为法律专业人员

，作为法制新闻工作者，也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日子。??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常常谈论的是“百姓

关注的法律话题”。可以说，百姓关注的法律话题很多，绝

对不止现在评出的10个话题。这10个话题只是专家学者、法

制新闻工作者及广大网民对近来法律事件与百姓呼声予以集

中关注的反映。我以为，与其说是百姓关注的法律话题，不

如说是百姓关注的法律主题。综观这些话题折射出来的主题

，无非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问题。而法律关注百姓的就

应该是这个主题。?? 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应该有比较完备的

法律制度，有能够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人民民主、自由

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又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为了自己的权

利不被侵犯，既要有专业的法律服务人员提供帮助，还要有

体现公正、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提供保障。因此，对平民



百姓来说，他需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公正，是正常进行中

的公正，是及时到来的公正，是成本低廉的公正。现代人更

在乎程序公正，而不是传统意义的实体公正。形象的解释是

，实体公正是指司法系统的最终“公共产品”是否公正，而

程序公正则是指该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否公正。然而，现实中

的百姓似乎遭遇了太多的不顺，以致常常是胜诉的不放心，

败诉的不甘心。原因就在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本未倒置

。?? 其实，日常生活中的本末倒置似乎总是司空见惯，比比

皆是。有的人只是知道享受权利，却不履行义务，还美其名

曰“我是人民的公仆”；有的人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利和自

由还沾沾自喜，并美其名曰“我要民主”；有人把本该公开

出来的权利内容东遮西掩，却美其名曰“我要做好保密工作

”⋯⋯?? 多哈一声槌响，中国跨进了WTO大家庭。按照WTO

的要求，要透明度了，要最惠国了，要非歧视了。所以，规

则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法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

刻都更必要了，而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重要了。有一位西方法学家说过：“在一个专制国家中

，国王便是法律；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所

以，当一个人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法律便

是保护，便是服务，便是后台与靠山；当一个人在法律面前

侵犯别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拒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时，法律便

是警告、便是无情，便是强制和惩罚。而宪法，在国家法律

体系中始终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思称之为“法律的法

律”，也称之为“母法”，还有人称其为“权利保障书”。

因为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

和准则。?? 今年（2001年）是我国的第一个“法制宣传日”



，这个日子尽管每年只有一天，但法制宣传却是一项长期任

务，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而这次工作又要求用群众最容易

懂的语言和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进行和开展。今年“法制宣

传日”的主题是“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其目的

就是希望通过不懈的宣传，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回过头去再读

一读宪法的每一个条文，问一问自己，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

是不是得到了充分保障，也问一问自己是否忠实地履行了宪

法规定的义务；而国家机关的每一名工作人员，也应通过读

一读宪法的每一个条款，问一问自己，在行使权力过程中，

是不是始终忠诚于宪法。?? 尽管从1985年开始的“三个五年

普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大多只是强调做到知法、懂

法、守法。这显然有些本末倒置，对平民百姓来说，未必要

求其知晓所有的法律（那是法律专业人员的事情）。百姓只

要求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足矣。这就犹如有人请

律师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话题，理性的选择本应是为了不打

官司，现实生活是十有八九的人都认为是为了打官司的；犹

如有人将受命于危难忧烦之际，效力于是非曲直之间的律师

误认为是“替坏人说话”的人，律师参与刑事辩护是“冒天

下之不韪”；犹如本该由政府公开的程序内容，却冠以“保

密”的借口（民不可使知之。麻）；犹如“依法纠错”的法

制原则被许多人等同于只是一种政策趋向“有错必纠”；犹

如我们曾经弃之不屑的“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罪

行法定”等法制原则，在坚守了“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

无罪推定，而是实事求是”等法制成见之后，终于走上了一

条追求程序公正的光明之路。”好在“四五”普法已经意识

到了这些本末倒置、这些本该正常起来的问题和现象。现在



高层已要求各方面把宪法宣传和宪法教育放在首位，以增强

全民的宪法观念，提高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的自

觉性。?? 那么，法律应教给我们什么呢？法律关注的目光永

远是法治的力量、法律的文化和氛围，法制的观念和意识；

法律的精神则告诉我们，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国家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把宪法交给

人民，让人民掌握宪法，维护宪法，捍卫宪法，运用宪法，

这是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最强大的力量。?? 正如此以往，“

法制宣传日”的目的就大功告成了。尽管曾经有很多专家、

学者乃至不少律师建议设立“中国宪法日”，其希望的指向

无非也就是这个主题。?? 让我们记住“124”，记住现行宪法

颁布实施的日子，记住第一个“法制宣传日”，记住决定国

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的至高无上的宪法。也许这正是设立“法

制宣传日”的初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