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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八章　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

民国创立之后，如何实现多民族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的集中统一，依然是当政者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

族地区，清末以来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同时其政治结构多元化特点突出，因此，如何

促发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国民意识与国家认同，进而对西南多民族地区进行有效的治

理，不仅是执政者的当务之急，也是其所面临的棘手难题。①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

一、国民政府治理西南的背景

民国建立后，名义上承袭了清王朝的疆域，而就中国疆域的西南地区而言，在民

国之前，清朝政府早已建立了四川、云南、贵州等几个省级行政单位，并且到清末逐

步在西南民族地区全面推行 “改土归流”政策。与此同时，自清末以降，中国西南屡

受英、法等国的染指，外国传教士、探险家、科考队纷至沓来，甚至英、法等国的武

装力量也不时侵入中国西南地区，西南边疆出现了危机，从而加剧了西南边疆民族地

区治理问题的复杂性。

西南边疆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殖民企图和殖民活动

使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被帝国主义殖民和分裂的危险；二是在复杂的局势中西南

边疆民族问题与各种社会问题交织。

对于殖民危机而言，早在１８世纪３０年代，法国天主教教会势力已经进入云南，此

后英国基督教 “内地会”“循道会”“安息会”等教会组织也纷纷进入西南地区传教。

与此同时，英、法等国还派出考察人员或组织考察队，对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线

和西南地区的各种资源情况进行探视、收集；更有甚者，如英国军队还擅自入侵江心

·１·
① 朱映占、段红云：《民国治边事业中的边政人员考察》，载 《思想战线》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坡、班洪、班老等地。在此过程中，外国人的传教行为不免与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产

生冲突，而其考察活动更引起当地民众的警觉，其军事侵略行径更是遭到了边疆人民

的坚决抵抗。因此，清末民国以来，仅在西南地区的云南就先后发生了 “马嘉理事件”

（１８７４年）、“江心坡事件”（１８９１年）、“片马事件”（１９１１年）、“班洪事件”（１９３３

年）等。另外，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地一些土司、土官、土民由于缺乏国防观念和国

家民族意识，在日军的唆使、纵恿下，不断出现民心外向的危情”。① 由此也可以看出，

自清末以来的英、法等外国势力向中国西南侵入、渗透等活动并没有因民国的建立而

减退，加之日本的入侵使得西南边疆危机更加严重。因此，中华民国要想从名义上完

整统一的国家变成为实质上完全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对其疆域之内的西南边疆危机

就必须在抵御外辱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此为民国时期西南民族地区治理的背景

之一。

而要解决边疆危机问题，除了对外交涉，还必须借助于居住在西南的各个民族对

国家的认同感，让他们成为爱国、守疆固土的国民。当然，正如安东尼·吉登斯 （Ａｎ

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所说，由传统的国家或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一个

国家游移的边陲将由明确的边界所取代。

西南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直到近代以来，除中央王朝在此建立的

土司制度之外，其内部各个民族还形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

如西双版纳傣族、黔西彝族的领主制度以及大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景颇族的山官

制度、基诺族的长老制度、摩梭人的母系制度等，而且一些民族之间还存在统治与被

统治的关系。民国的建立，即是宣告传统的 “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的结束，然而

要真正做到让处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民族群体统一到现代民族国家中来，就必须采取

多种措施对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进行改革或废除，并且在进行制度变革的

同时，需要塑造西南各民族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向心力。这就要求政府在对外力求消除

外部势力侵略的同时，还必须从内部多个方面和层面开展西南边疆的建设工作。

民国建立后，西南边疆的建设自是民国政府的分内之事，然而在民国时期，随着

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中央政府对西南的认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观点，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西南边疆建设的深度和广度，并且中央政府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

也是影响西南边疆建设的关键因素。

民国初期的西南，特别是云南作为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先驱，是缔造共和的重要区

域，之后军阀混战使得西南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直到１９３４年之前，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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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西南的影响力有限，西南各省形成了地方派系实力集团，如在四川、西康有刘湘、

刘文辉、杨森等，在云南有唐继尧，尔后又有龙云、卢汉等，在贵州有刘显世、王家

烈等。① 而在此一时段，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为巩固自己的实力，在自己的辖区内推行

了政治、经济、教育、民政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活动。例如，龙云在云南积极推进建

设 “新云南”的各种措施。

抗战爆发后，西南成为大后方和抗战基地，此一时段中央政府携军事、经济、教

育等进入西南，逐步加强了对西南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国人对

西南的了解和认识。“为使西南各省真正成为 ‘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采取了

一系列扶持和奖励政策，使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对抗战后方的巩固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国民政府还提出 ‘战时必立于前线，开发必趋于边疆’

的口号，动员开发民族地区，以确保后方安全，并利用民族地区资源支援抗战。为此，

国民政府成立了边疆行政机构 （如成立西康省），使其 ‘对于边政不但有管辖之权，且

负责推行的责任’。”②

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欲再以西南为基地，然而西南地方实力集团的存在，

加上全国形势的变化，使得国民政府的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而这却客观上使得西

南免受了许多直接的战乱之苦。当然，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活动也因战时

迁来的企业、工厂和各种机构的撤离，加上全国内战局势的影响，而逐渐停滞乃至

减退。

二、国民政府及相关政党、学术团体治理西南的思想

民国时期，执政党、在野党，以及知识界都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方面发表了

看法，形成了一些思想言论，成为此时西南民族地区治理的思想基础。

民国时期关于民族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无疑首推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因为

民族主义事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辛亥以前偏重反

满，到民初有五族共和的主张，到十三年中山先生演讲时，具体内容包含：对外，反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中国的独立和统一；积弱扶贫，协助弱小

民族的平等和独立。对内，实行民族同化、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进而组织自由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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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０

年版，第４７～４８页。



的中华民国”。① 王柯在研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时，也认为孙中山先生的

民族主义思想 “由辛亥革命前的 ‘排满’变为民国建立后的 ‘五族共和’，再进一步

变成了 ‘民族同化’”，② 其实质是从建设一个由汉族自己组成的 “中华民族国家”，转

变为建设一个包括中国国内各民族在内的 “中华民族国家”。③ 在其思想转变过程中有

一个原则，即必须按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式建设一个近代的 “中华民族国家”，也

就与孙中山先生的 “国族”思想是始终一致的。④

汪精卫则在其写的 《民族的国民》一书中表达了建立单一种族群体组成的国家的

优越性，第一是同为一种族群体则国民之间的兄弟之情促使更容易出现平等；第二是

没有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罅隙，没有一族压制束缚另一族的争斗，因而国民更

自由。⑤

蒋介石早年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为反清，五四运动之后则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⑥

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渐趋成形，此时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

是多个民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

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

江、珠江诸流域，有多数宗族分布于其间。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甚多，宗族的组织，

更斑斑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

姻。”“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纪录。此共同之纪录，构成了各

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

的历史。”⑦

总体而言，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汪精卫、蒋介石，其民族思想在不同阶段虽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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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 （１９１４—１９２４）》，“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５７），１９５９年。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２０７页。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２０７页。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２１２页。

［美］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２３～２４页。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联书店 （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
版，第１７页。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印行，１９８４年。



差异，但最终都落脚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上。①

清末民国以来，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各地纷纷组建政党，至民国初，

中国政治性团体即达３００多个。这些大大小小的政党在各自提出的政治主张中，多少

都涉及了民族政策方面的内容，如在学者调查的３５个政党中，有９个主张种族同化。②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就不断探索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由于受马克思、列宁

主义关于民族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国民党有所不同的 “民族平等”原则，

在承认国内各个民族存在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平等，表达了各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

员的主张。并且在其主张中涉及各个民族时，强调的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中华民

族则强调的是领土和疆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承认各民族的具体存在，反对民族

“取消论”或 “民族同化论”。③ 当然，从中国共产党组建到１９４９年，其民族思想与国

际和国内形势变化相呼应，且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④

在民族与国家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受共产国际和当时苏联政策的影响，

以及为了削弱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共中央在给西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中一再强调了

“民族自决”原则，主张各个民族都有建立本民族政权和国家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建立

联邦制的国家。并且，红军长征经过西南地区时，依据民族自决原则，还支持一些少

数民族建立了政府。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问题认识的

深化，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独立意识上的民族自决，

实际上只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此，１９３７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放弃了

“民族自决论”和 “联邦制”的主张，⑤ 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解决中

国境内的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

在民族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民族平等的原则，都在努力保

护少数民族的权益，这是不争的事实”。⑥ 早在１９２２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宣言中，就提出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平等原则，在中共中央给西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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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映占：《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载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４９），１９８５年，第３８页。
王柯：《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载中国社会学

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２０１０年第６０期。
朱映占：《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载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系谱》，冯谊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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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６７页。



这一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并且在红军长征过西南的途中，民族平等原则也得到

了认真履行，这给西南少数民族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红四方面军在到达北川后，

就在当地宣布，“不论各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得称呼羌族为 “蛮子”

等。① 而松潘羌族土司安登榜就是看到红军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和对群众

秋毫不犯，深受感动，毅然参加了红军。②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在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所作的报告 《论联合政府》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调，《论联合政府》不仅批判了国

民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蒋介石否定各个少数民族的 “中华民族宗族说”，而且还明确

提出 “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自治权利”。

在民族发展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同化，主张在经济上帮助少数民族，尊

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文化上帮助

少数民族发展，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赋予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例如，１９３２

年中共四川省委提出： “党应当设法首先在宁属、西康、松理茂团结夷民中的先进分

子，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给以教育和训练，培养出夷民群众的革命干部创造共产党

的基础。”③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践，得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认可，

成为他们此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依据之一。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政党和团体阐述了自己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在社会中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

统一党的主张。统一党由中华民国联合会、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织而成。在其政

治纲领十一条中，第三条主张：“融合民族，统一文化。”

统一共和党，由谷钟秀、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等人组织而成，后来并入国民

党。在其政治纲领十二条中的第十一条主张：“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

统一建国同志会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张。在该会十二条信约的第一条中称：“吾

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 ‘国家

至上，民族至上’。”④ １９４１年，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中国农

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及少数无党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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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１９４４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９月１９日，中国民主同盟

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在政治部分的第八点主张：“国内各民

族一律平等，对于边疆各少数民族，国家应扶持助其成立自治机构及文化之发展。”①

中华民族社会党的主张。１９４４年，中华民族社会党在其 《宣言》中指出：“祖国、

民族乃整个一不可分者也。回顾我中华民族，有令人不堪浩叹者。今日之中华民族不

仅一国三分，实为四分五裂，遂致社会日乱，国事日非，终至民难以为民，国不成其

国，此何故耶？曰无一纯正之思想、主义以指导之、统帅之也。”② 故主张 “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一个指导原理”的新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联治民主党的主张。１９４７年，由边疆民族人士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族联治

民主党在北平成立。该党反对大汉族主义，主张民族自决，实行联邦制度。在其成立

宣言中称：“中国的历史是我们各民族的历史，中国的土地是我们各民族的土地，中国

的主权是我们各民族的主权，中国的安危关系我们各民族的存亡，中国救治是我们各

民族的责任。”并且，在其政治纲领中主张：“一、汉满蒙回藏苗夷各民族为组成国家

之主体，应绝对平等，以彻底改正一姓、一家、一族、一党专政、中央集权、汉族主

体、内地本位之大汉族主义的历史传统错误，从目下起，结束国内四五十年来各民族

间为政权斗争之互相推翻的循环政潮。二、用联邦制度，解决民族间的政治问题；用

民主制度，解决人民与政府间的政治问题；用分权的集权制度，解决中央与地方的争

权问题……”③

概括而言，不同政治派别在民族问题上，大都主张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融合、建

设国族 （即中华民族）等。无疑，这些主张是民国时期西南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思想

背景。

随着近代知识群体的形成，一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纷纷在民族、国家

方面，发表了诸多言论。然而，由于其所处时代，中国的命运及受世界思潮的影响，

促使他们大多都接受了进化论思潮，并且他们把进化论改造成适合中国的社会达尔文

主义。正是在此思想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撰写了中国疆域内各个民族从上古、古代

到近代的进化发展的线性历史，并且往往把国家史与民族史联系起来。可以说知识群

体的观念和思想印证了政治群体行为的合法性，并且两者往往一起形成合力来塑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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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１９４１—１９４９）》，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６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５０～

１５１页。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小党派》，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６６～６６９页。



国的近现代民族国家。①

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在实地调查中，对

西南民族地区的治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陈碧笙在云南边地调查时提出了 “治边

的三个基本认识”：首先，要认识边地民族的不统一性。因此，治理边地不能只专注某

一个民族的利益，而是要兼顾各个民族的利益。其次，要认识土司与人民之间的对立

性。因此，治理边地不能只看到土司的利益而看不到平民的利益，或把土司的利益当

作平民的利益。最后，要认识到土司与土司之间的矛盾性。因此，边官要依此而推进

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对土司之间的明争暗斗推波助澜，从中渔利。②

李安宅在总结以往的边疆治理方法后指出： “过去对于边疆只有军事与外交的方

式，即所谓政治，也限于管与教，而未顾及养与卫；更不用说，即管也未彻底，而教

只在形式了。彻底的管，实际的教，当与养打成一片，那就是积极的福利设施。”③

而在四川考察的于式玉也指出：“就四川而言，就应在灌县这样的地方，设立一个

边民招待所。以招待所为据点，可以推动一切教育工作，如电影、教育、文物展览之

类；政府的一切施政方针，也都可在那里宣传。边民既已得到实惠，又有各种文物展

览，启发其比较向上的心理，则回到本地后，再由他们亲口向同族的人传播，自可收

效更宏。如此，便可引起边民到灌县来观光的兴趣。来往赓续，内地文化不断地向他

们灌注，他们的困难不断地使我们有所了解，其影响所及，一定比一年一次的服务团

更有价值。有了这样的初步接触，再去深入边地进行第二步的正规工作，自可迎刃

而解。”④

江应睴主持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工作期间编写了 《边疆行政人员手册》，着

重论述了革新边疆行政的基本要点，他认为：首先，应整顿吏治，建立政府威信；其

次，应改变 “边民愚顽，非以威镇之不足以制服”的片面看法，主张 “应以开化政策，

代替高压政策”，通过提高边民的文化水准，改进生活方式，保存固有美德，统一语言

文字，提倡夷汉通婚等措施开化民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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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映占：《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载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陈碧笙：《滇边散忆》，中国民俗学会１９４１年影印本，第３５～３７页。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载李安宅 《〈仪礼〉与 〈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４页。
于式玉：《记黑水旅行》，原载 《旅行杂志》第十八卷第十期，转载于 《于式玉藏区考察文

集》，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７４页。
林超民：《应对边疆危机的新学科———边政学的兴起与发展》，载张波主编 《丽江民族研究》

第二辑，云南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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