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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这里见证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召开，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实行。

1954 年 9 月 15 日，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步入怀仁堂。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
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
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
民主制度从此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这
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伟大变革。

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
普选

进行全国范围的普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
国范围实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尚
不成熟，因而采取了在中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全体会议、在地方通过逐级召开人民代表
会议的方式，逐步地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

1953 年 1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
行会议，正式作出 《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3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施行。

“这个 《选举法》的主要特点是选举权具有
普遍性和平等性。它以一定人口的比例为基础，
又适当照顾地区和单位，在城市与乡村间、少数
民族与汉族间，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使全国各
阶层、各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相应的
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冯玉军说。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在 21 万余个基层
选举单位、3.23亿登记选民中进行了基层选举，
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566万余名。在
完成基层选举的基础上，由省、市人民代表大
会，中央直辖少数民族行政单位，以及军队单
位和华侨单位分别选举产生 1226 名出席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胡兆森曾是鞍钢的一名工人，他曾回忆，当
年，鞍山市共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6名，分别是：
韩天石、孟泰、邵象华、张明山、胡兆森和沈策。

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陈舜瑶曾回忆，一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从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到普通劳动者，欢聚一起，共商国家大事，体
现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
没有过的。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其中，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有著
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有工商界、宗
教界人士，还有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代表。

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型政治制度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毛泽
东向大会致开幕词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而奋斗》。

胡兆森曾回忆，自己当时兴奋地拿起笔记
本，一边记，一边想：“他的每一句话多有力！多沉
着！他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我们心中的想法。”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总任务是：
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
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
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
号召全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
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
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
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1954 年 9 月 23 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听取了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
工作报告》。周恩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使我
国的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
的迅速的发展，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
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
的国防。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
化目标的最初概括。

大会依据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的规定，选举
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毛泽东当选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当
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
庆龄等 13 人为副委员长；选举董必武为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
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
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
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
本结论，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
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
己命运的必然选择。

中国这样一个有 5000 多年文明史、几亿人
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
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
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制定的宪法指明通往社会
主义的道路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一个重大贡献，
是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
宪法是在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新形势和社会
发展的客观要求制定的。

胡兆森曾回忆，1954 年 9 月 15 日，一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当天，大会听取了刘少奇
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草案的报告》。9 月 20 日，当大会宣读
了修改过的宪法草案全文后，全体代表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会场上每个人都非
常激动，都兴奋不已，场面非常热烈。全场的代
表都站起来，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宪法的诞
生，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和拥护，老百姓都
自发地上大街游行，高呼着拥护宪法的口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在毛泽东
主持下制定的。1953年 12月底，毛泽东带领宪
法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抵达杭州，着手宪法起
草工作。1954 年 6 月 14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 （草案）》，并通过决议交付全国人民讨
论。在近 3 个月时间里，全国有 1.5 亿余人参加
讨论，提出 118 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
几乎涉及宪法草案每一个条款。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
案的起草，“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
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
民的意见相结合，不仅使宪法的内容臻于完善，
而且使宪法深入人心，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是中国制宪史上的一个革命。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
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
上一律平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通过和颁布
实施，为全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清晰、明确的通
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
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各
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冯玉军说。

“我们正在做我
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
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
事业。”

1954 年 9 月 15 日，
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向世人宣告
我 们 有 充 分 的 信 心 ，
克 服 一 切 艰 难 困 苦 ，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
国，“我们的目的一定
要达到。我们的目的
一定能够达到。”

六十余载筚路蓝
缕，六十余载风雨兼
程。从“站起来”到“富
起来”，我们党带领人
民接续奋斗，在今天迎
来向“强起来”历史性
跨越的新阶段。现在，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有信心、有能力实现
这个目标。

万丈高楼平地起。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
法，集中体现了党和人
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
愿望。从对新中国的第
一部宪法——“五四宪
法”逐条、逐字地反复打磨，到“八二宪法”制
定过程中为期 4个月的全民大讨论，再到保
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前提下对

“八二宪法”做出的 5次修改，在一次次的修
改完善中，宪法更好体现了人民意志，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
坚实的宪法保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一五”计划
到“十四五”规划，时间跨越近 70年，见证了
中国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用五年规划引领
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特有的战略模式。实
践证明，集全民之智的科学规划，以战略眼
光审视大势大局，在系统谋划之中未雨绸
缪，为中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诠释着中国
制度和中国之治独特而巨大的魅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
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历史一再雄辩地证明，我们的事业注定是伟
大的，我们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只要我们
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克难攻坚，就一定能
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美好蓝图化为现实。

杭州西子湖畔，北山街 84 号大院 30 号楼，
坐落着一幢青砖叠砌的西式历史建筑。1953 年
12月28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率领宪法
起草小组成员在这里度过了 77 个日夜，起草了
宪法草案初稿 （史称“西湖稿”），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五四宪法”） 的正式诞
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幢建筑是建于民国时期的住宅，由一处
平房和一幢二层小楼组成。”五四宪法历史资料
陈列馆副馆长王永翔介绍。如今，这幢宪法起
草小组当年工作的历史建筑，已被设立为全国
第一家以宪法为主题的陈列馆——五四宪法历

史资料陈列馆。馆内的一件件文物、一张张图
片，让那些关于新中国首部宪法的红色记忆被
重新唤醒，鲜活如新。

1953年底，毛泽东一行乘专列离京赴杭。
“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

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
事。”列车上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的话，如今被
镌刻在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序厅的墙壁上。

一幅关于宪法的历史画卷，从这里徐徐展
开。

“搞宪法就是搞科学”。毛泽东阅读、钻研
了各国宪法。“毛主席精力集中，思考、研究问

题经常到忘我的地步，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
宵。午饭在夜里，晚饭在早晨。为便于主席休
息，他的办公室旁边还有一间休息室。”解说员
的介绍，生动还原了毛泽东起草“西湖稿”时
的情景。

30 号楼的工作持续了 77 天。1954 年 2 月中
旬至 26 日，宪法起草小组先后拿出了初稿、二
读稿、三读稿。经杭州、北京两地人员分头讨
论并修改后，3 月上旬又完成了四读稿。接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
四读稿。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的工作圆满结束。

1954 年 6 月 14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并予以
公布，交付全民讨论。1.5 亿余人参与、征集意
见 118 万多条，根据这场全国大讨论中提出的
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又对宪法草案做了一些
修改。

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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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
代表步入会场。 资料图片

图②：1954 年国庆节，游行群众抬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模型通过天安门。

资料图片
图③：位于浙江杭州的五四宪法历史

资料陈列馆栖霞岭馆区外景。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