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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总序

民族学／人类学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学科是云南民族大
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该学科人才荟萃，成果丰硕，可以说在

全省乃至全国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在费孝通先

生亲自创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指导和帮助下共建

的省院省校合作 “民族学重点学科”，开展了对云南特有族群的较

大规模调研，对新中国成立前云南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点的
追踪研究，承办了教育部第四届 “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暨国际学术会议，组织编撰并出版了 “云南民族文化史丛书”（共

２５本），参与了国家民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的献礼
图书 《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 “云南民

族文化知识丛书” （共２８本）等重要书籍的编写工作，既出成果
又出人才，将整个学科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众所周知，“社会文化人类学”（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是民族学／人类学这个大学科中的核心分支学科，主要侧重研究人
类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以传承文明、发掘各类

有益的 “地方性知识”（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Ｇｅｅｒｔｓ语）以及开阔人们的眼界为
己任，以努力传播有利于增进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族

群及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知识为职志，进而为实现相

互间和谐共处之目的服务。该学科具有 “全观性”（ｈｏｌｉｓｔｉｃ）以及
“透视性”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等特点，可以说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
科。法国著名的 “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 （ＣｌａｕｄｅＬｅ
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将 “理解他人的文化”（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ｔｈ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作为民族学／人类学这门学科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这同费孝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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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关于该学科应以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为指导方针的主张，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无疑为我们廓清了

诸多的疑团和迷雾，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们一定要沿着前

辈们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为了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不畏艰辛、勇于创新的治

学精神，力争使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再上一个
新台阶，并希望对全省乃至全国的学科建设有所裨益，我们不揣

浅陋地推出了这套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作为献给学界同仁以

及即将于２００８年在昆明隆重召开的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一份
薄礼。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不断有更多更好的新作汇入这套丛书中

来，为真正建成能够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
科体系增砖添瓦！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编委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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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来历：叶青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① 序

仪式与象征符号理论的研究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犹如 “皇冠上

的明珠”，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迄今为止的众多民族学／人类学理论
与流派，都将它作为观察与剖析人类情绪、情感和经验意义的利器，并表现

出了对仪式的独特理解与阐释，从而不断推进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但我们

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无情的现实：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在仪式与象征符
号理论方面的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国际学界，不仅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上

均无法与之比肩，而且甚至到了难同人家展开对话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

大憾事！不过，此种尴尬局面正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目前已有一批中青年

“实力派”学者拿出了经过自己多年努力获得的颇为可喜的研究成果。纳西

族青年学者鲍江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部题为 《象征的来历：

叶青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的呕心沥血之作，我认为完全可以称得上

其中的佼佼者。

鲍江在大学本科毕业后曾经找到一个稳定的中学教师的工作，并建立了

自己的小家庭；原本可以过上安安稳稳的小日子了，但可能是受到纳西民族

重视教育、酷爱学习的传统影响，他毅然辞去工作汇入了当年尚为数不太多

的考研队伍当中，并顺利通过入学考试成为我指导的首位民族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我自己曾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数度负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Ｖｉｒｇｉｎｉａ）人类学系，在这座以 “象征人类学”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为标志、主要从事仪式与象征符号理论方面研究的民族学／人类
学重镇中度过了几年难以忘怀的时光。尽管当时系里最为著名的 “象征人

类学大师”维克多·特纳 （ＶｉｃｔｏｒＴｕｎｅｒ）已经过世，但推出了 《文化的发

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 “象征人类学”皇皇巨著的

另一位大师罗伊·瓦格纳 （ＲｏｙＷａｇｎｅｒ）以及特纳遗孀伊蒂斯·特纳 （Ｅ
ｄｉｔｈＴｕｎｅｒ）等一批学者，仍然在举其大旗、继其衣钵、传其薪火、置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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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令人不能不耳濡目染他们从事仪式与象征符号理论方面独特的魅力！鲍江

自然而然也可能免不了受到我从该系里 “充电”学回的那一套东西的影响，

因此无论是当年在我这里攻读硕士学位的论文选题，还是后来远赴京城师从

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民族学家、中国民族学会会长宋蜀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时的论文选题，乃至毕业留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供职期间的一

些研究课题，似乎都没有离开过仪式与象征符号理论的范畴。我时常会向我

所指导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们推介鲍江潜心向学、长期坚持在条件艰苦的纳西

族东巴教圣地云南省香格里拉县的白地村，以及纳西族传统文化积淀最为丰

厚的四川省木里县的叶青村做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情况，期望他们多向这

位学兄看齐，不要怕吃苦或者被眼前一点点蝇头小利所迷惑……

众所周知，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研究范式一般来讲是就着民族志说社
会与文化的理，尽管所研究的对象及其切入点往往都是个别的，但研究的起

点和终点都是力图寻求一种跨文化的通识。那么，究竟什么是 “文化”呢？

对这个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民族学／人类学家除了注意到文
化之实际行为的一面，还注意到存在于行为背后的信仰、抽象价值观与世界

观的另一面，即认为文化不仅是一种可见的行为，而且还是人们用来解释经

验、导致行为并且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根据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

维－斯特劳斯 （Ｃ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等人的研究，认为理想层面 （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ｏｆ
ｉｄｅａｌ）或象征之力 （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ｏｆｓｙｍｂｏｌｓ）是塑造人类行为的最关键的因素。
而著名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 （ＣＧｅｅｒｔｚ）和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基
辛 （ＲＫｅｅｓｉｎｇ）则更是以文化符号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ｄｅｓ）来说明人类同文化的
关系，认为这套文化符号是潜藏在人类行为背后、指引着人类日常行为中所

思所行的一切东西。因此，近期较为流行的文化的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

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这种规范或准则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

其他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此外，文化还有着全体社

会成员可共有共享、可用来沟通、可通过学习得到、以语言等象征符号为基

础等特征。不难看出，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其涵盖面是十分广泛的，
既包括了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也包括了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还包括了制

度文化层面的内容，可以说涵盖了人类的整个生产生活方式。但是，民族

学／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更加关注其中最为核心的层面，即人们日常行为
背后的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因为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套价值观及其行为规

范，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任何关于仪式与象征符号理论领域的研究亦概莫能外。

既然要想对寻求跨文化的通识做出自己的贡献，鲍江的这部论著首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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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便是符号的价值问题。符号的价值一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展开讨论，一

个是符号的客观性价值，另一个是符号的主观性价值。符号的任意性是结构

语言大师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观点，这个观点引申到跨文化的场

景里自有其深意：即符号的价值受系统的规定，同一个符号或类似的符号，

在不同的系统里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特定符号与特定的意义之间不存在自

在的关联，而是受文化符号系统的规定。格尔兹可以说已从小处着眼涉及了

这个问题，并通过 “深描”来表达地方性知识，也即是调查者所观察、体

验到的研究对象符号表达的诸多可能之义中的地方性意义；譬如，他列举眨

眼这个行为符号的数种意义可能，阐发了语境对符号意义的规定。这个观点

反映到语言学上实际上就是一词多义的问题。鲍江在此书中的出发点与格尔

兹相比又有所不同：文化符号的系统性是其基点或预先的设定，研究的侧重

点则是集中在寻找系统性的文化架构。从本书中不难看出他的研究实际包含

了两方面的思路：一方面是认识他者，寻找逻辑去支撑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宇

宙论和人观格局，即搞清楚研究对象看世界、看人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反

思，即在更广阔的语境里审视 “认识他者”这项工作的系统性价值。由于

观察者个别田野经验的反思路径可能指向的符号系统是多元的，譬如民族学／
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学者自己置身其中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体

系，或者学者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等等；把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工作即
对特定的他者的社会文化考察置于这些系统里去观察，便不难看出各自的价

值面相。

其次，本书作者关注的是符号的主观性问题。符号的价值受系统的规

定，但即使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之下，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对符号的态度、看

法、情感等都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一方面个人受到文化符号系统的结构性

规定；另一方面人是具有较强的反思能力的，在结构之下或结构之外有发挥

各自的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譬如，说谎话或者 “挂羊头，卖狗肉”等

等，撇开道德是非不谈，这些行为在彰显符号力量的同时，亦可彰显出同样

强大的主体力量。

作者在本书中尝试串联起客观和主观，提出拟构 “象征动力学”的大

致思路，并为此而引入了一个与符号构成对立的概念———实在。符号作为一

种表达的手段，其本质只不过是替代品；它自身不具备内在价值，它的价值

取决于所内在的系统。实在则指不受任何语境约束、自身便具有内在价值的

自足体。符号和实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互动的关系，符号实在化与实在符号化

是文化史中一直存在着的两股具有趋势性的力量。符号实在化，实际上指的

就是符号的 “替代品”本质淡出人们的意识、转化为自在的实在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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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因素在这个过程里具有关键价值，“习以为常”，符号超脱语境的约束，

转化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或不证自明的文化本然；而实在符号化，则指的

是创新概念以及发明符号的过程。

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可以是历史的、立体层叠式的，但落入观察者眼里

却往往会呈现为一种平面化的表达。于是，任何还原文化体系的时空纵深、

使其成立体式展现便成为学术探索的又一个焦点。作者在本书中站在承认研

究对象文化的主体立场，试图采取对个别关键符号的深入分析与整体观念体

系的领悟相结合的途径，描绘出整个对象文化体系的立体图景。“恨不得钻

进当地土著人的脑袋里”，这是一句民族学／人类学的经典感言，体现出这
门学科对他者知识的渴望，同时求之不得的无奈之状也表露无遗。当人们同

陌生的异文化相遇时往往会带来强烈的震撼，“不知其所以然”可谓民族学／
人类学者在田野的一种常态。除了参与观察之外，“这是什么意思”“那是

什么意思”变成为时常挂在民族学／人类学者嘴边的话语。一般而言，初来
乍到时的问题都比较容易得到解答，因为对当地调查对象而言被询问的大多

是 “连三岁孩子都知道”的 “常识”。但随着田野调查工作的深入，问不到

答案或者获得的答案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就会经常出现；“因为这是我们的

传统，所以我们这样做”之类的解答也会令调查者颇有些挫折感。换句话

说，即使你已经千方百计 “钻进了土著人的脑袋”，也可能还是解决不了自

己的困惑！那究竟还应当怎么办呢？还剩下唯一一个最直接的备选答案便是

“钻进土著人祖宗的脑袋里”，但这样做又有几分可能性呢？本书作者的答

案是非常有意思的：“本项关于纳西族宗教仪式的研究，我当作是一次与纳

西文化祖先跨越时空的对话，尝试挖掘东巴教仪式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观念内

核。仪式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表达意义，问题在于我们，包括参与者和观察者

能否洞察到。理解、认识仪式表达的意义，关键是要把握整个观念的形态体

系，因为一切的象征表达都逻辑地构建在它上。某种意义上，求证象征与意

义的关系的工作类似猜谜游戏，从看似无序的象征表达找寻藏在背后的、支

持象征表达的秩序。任何的仪式表达，对一个陌生的观察者而言，多呈现为

乱七八糟，甚至神秘离奇的状态，不可思议；而对熟悉的参与者而言，一切

又都习以为常、天经地义，难得反思的空间。人类学者的工作是在这两级之

间进行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巡游，通过想象、分析、推理、归纳，渐次

逼近其价值内核，实现与历史对话。”

在民族学／人类学对仪式与符号象征理论的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
是自然科学化的解释倾向，即机械地抽空信仰去解读仪式行为，脱离 “主

位”义理去 “客位”解读符号；另一种是用颇为一厢情愿乃至武断的分类

·４· 人类学／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中）



去遮蔽多样的经验事实，诸如 “原始宗教”“自然崇拜”“泛灵论”“萨满

论”“祖先崇拜”等现成标签也就成为信手拈来的 “便捷”的界定工具。譬

如，仅凭观察到纳西族东巴对着木头或石头进行交流、咏唱、舞蹈、献供品

之类仪式行为，有的学者就想当然地提出用 “石崇拜”“木崇拜”等概念来

解读东巴教。其实稍加了解便不难发现：这些木头或石头只不过是象征符

号，用来表达人们信仰中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超自然存在体，意识中东巴

真正的交流对象是超越存在体的……可见，作者在书中所打开的是一种解读

宗教仪式的新思路，即倡导在超越世界的想象语境里来解读和理解仪式行

为，这样的解读和理解即使与信仰者的 “主位”感悟存在着一定距离，但

恐怕会比那种立足片面僵化的 “眼见为实”之类 “客位”观察的解读，更

加逼近对象文化主题的真实。

以往的东巴教本体研究在方法论层面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遗憾，即

不同程度地受文化进化论理论的禁锢，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以及宗教学理
论的框框里出发去生搬硬套，随意切割东巴教鲜活的素材，并据此得出一些

似是而非的结论。通过这样的 “研究”所产生出来的大量 “文化垃圾”既

无助于人们加深对东巴教文化的认识，甚至还有可能在所谓的 “跨文化交

流”中产生误读和误导，让人无所适从似坠入云里雾里！本书作者则试图

立足于东巴教本身来解读东巴教的义理，从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概念中抽取

“萨”“俄亨”以及 “祀”三个至关重要的基本概念，与东巴教时空观和东

巴教仪式实践模式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考察，不仅将这方面的研究大大向前

推进一步，而且还使得这种尝试具有某种更新研究范式的意义。

东巴教是一个以神祖、人、“署”以及鬼魅这四类超越存在体为认识论

基础的信仰体系。神祖归属于天外的上方界，鬼魅归属于地底的下方界，人

和 “署”归属于天地之间的中央界。人类与 “署”类构成了一种平等互惠

的关系：人类是文化产品的拥有者， “署”类则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主宰

者。一方面，人类从事文化生计必须依托自然世界，人类欠 “署”类的债；

另一方面，人类举行仪式祭祀 “署”类，“署”类获得了文化产品的补偿。

在这样的信仰架构下，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节制有度的，注重人与环境的

和谐。宇宙统一于 “萨”（类似汉语的 “气”或物理学的 “能量”概念），

万物均内涵有 “萨”。祖神、人、 “署史”以及鬼这四类超越存在统一于

“俄哼”（灵魂）。灵魂属于超越万事万物的存在体，它有三种主要的存在形

式：一是作为 “祀”（生命）的构成部分；二是作为祖先；三是作为鬼魅。

人类只不过是中央界的匆匆过客，任何人的终极归宿均是回归上方界转化为

祖先。葬礼在信仰维度上来看其实质就是使灵魂完成从生命的构成部分到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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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与神灵的转化，即一方面从阶段性的存在形式转化为永恒的存在形式，另

一方面其归属空间亦由中央界转化为上方界。生命的解体便是灵魂从人的躯

体中永远地分离出去，其源起是灵魂被鬼魅或 “署”类拘禁。因此，葬礼

在信仰维度上的主体内容就是东巴给鬼魅和 “署”类文化产品作为补偿，

借助神力以实现伏鬼赎魂之目的；然后再给逝者的灵魂指点迷津 （即指路）

送往上方界的祖源故地。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巴经籍中对人类迁徙路线的描

述实际上解释的是亡灵的 “回归路线”；它不仅在东巴教的整个信仰体系中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就是东巴教版本的关于 “我从哪里来，要到

哪里去”这个古老 “迷思”（Ｍｙｔｈ）的解答。卷帙浩繁的东巴经籍被誉为纳
西族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荣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ＣＯ）的世界记忆
遗产名录。澄清宇宙论及人观是深度挖掘东巴教文化这一人类文化宝藏必备

的一把钥匙。作者在本书中的相关努力，使得东巴文化揭秘———这项随着真

正称得上智者的大东巴的日渐凋零已经看似不大可能的工作透出了一道

亮光。

总之，鲍江这部论著堪称仪式与象征符号理论研究领域中一部难得的创

新之作，它对纳西族社会文化与东巴教研究的推进作用亦是不言自明的。尽

管书中上存在着若干尚待于进一步修订的稚拙和粗疏之处，尤其是作者似乎

也面临着任何研究本民族社会文化的学者难以避免的能否揭示 “庐山真面

目”之惑，但瑕不掩瑜，本书在许多方面填补了长期存在的研究空白这一

有目共睹的业绩，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获得大家的赞赏！

是为序。

（原载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６辑，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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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历史经验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布在占全国总面积６０％的广阔土地
上的５５个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回顾一下少数
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对历史经验进行一番系统的分析和总结，

从中找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指导当前工作，探索今后的发展道路，

进一步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很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有段

名言：“对人类生活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

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

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２３卷，第９２页）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
义道路，确实经历了相当曲折复杂的过程。对这一过程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和

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云南的民族种类居全国首位，人口分布广，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存在处于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社会经

济形态的特点，因比将作为我们进行分析考察的典型。

我们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或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超越

一个乃至数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结合我国少数

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把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

阶段的兄弟民族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进行社会改

革。社会改革 “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实行社会主义改

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２１页）只有进行社会改革，才能废除各种
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使各民族劳动群众真正得到解放；只有进行社会

改革，才能消灭原始公社制、奴隶制以及封建制等陈旧落后的生产关系，建

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这些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由于各少数民族地

区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方法、步骤以及具体政策等方面就必须有所不

同。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过程中，坚持了 “慎重稳进”的方针，

从实际出发划分出内地坝区、边疆地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 “缓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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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类地区，实行 “分类指导”，改革取得了成功。

在处于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形态的地区，民族矛盾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

起，阶级矛盾的解决必须有利于改善民族关系和增强民族团结，而少数民族

上层和宗教上层曾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中起过一些

进步作用，在群众中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再加上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

陈迹必须有个过程，各阶层群众的思想认识有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些地区

的工作成败取决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及上层人士的改造程度。因此，我们决定

采用 “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进行民主改革。既注意发动群众又重视团结、

教育改造上层人士的工作，在改革中既不消极等待，又不急躁冒进，认真处

理好 “稳”与 “进”这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使改革在不至于引起大

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最终达到使广大劳动群众真正得到翻身解放这一目

的。“和平协商”的民主改革，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斗争形式，是对民

族上层和宗教上层的成功的 “赎买”；尽管它的步伐要缓慢一些，但有利于

更好地发动群众和争取上层人士，避免民族隔阂或宗教纠纷的加剧。实践的

结果表明是成功的。

对处于原始公社制末期或保留了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阶级分化还不甚

明显的少数民族地区，则采用了 “直接过渡”的方式引导其走上社会主义

道路。具体的做法是：不分土地，不划分阶级，实行 “团结、生产、进步”

的方针，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团结教育一切公众领袖

和宗教领袖，并在国家的扶持帮助下大力发展生产和文化，逐步实现互助合

作；同时，对阻碍生产发展的旧制度及原始落后因素实行改革。

在完成民主改革和 “直接过渡”的任务后，紧接着开展了社会主义改

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此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内地

的具体改革和措施，例如：针对那些在民主改革前处于封建领主制形态的地

区中群众对土地的私有观念不强，面对耕牛的私有观念却很强的情况，办起

了 “土地不分红、耕牛不入社”的合作社；在那些原处于奴隶制形态的地

区，则注意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生产，并开办集体农场来安置奴隶；在那些

实行 “直接过渡”的地区，则用更慢的速度，更特殊的措施，更灵活多样

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在财力、物力等方面予以扶持帮助。尽管由于受汉族地

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 “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

一些急躁冒进的倾向，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总的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

要成果是应肯定的。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结

构、阶级结构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级地方政权的

建立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以公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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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诞生，使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地位、经济生活乃至精神

面貌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基本上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

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了适合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探索。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看，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开始出

现了 “左”的倾向，大搞 “特搞”生产关系的 “变革”，大反 “条件论”

“边疆特殊论”和 “民族落后论”，尤其是在 “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化”

运动的狂潮中，以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

志的 “左倾”错误到处泛滥，使生产关系的 “超前”发展状况比汉族地区

更严重，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同这种经济领域的 “左倾”冒进做法

相适应，还开展了 “反地方民族主义”“民主革命补课”以及 “社会镇反”

等运动，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造成迁居境外的边民竟达１２万人之多。
从１９６０年冬以来开始着手调整，提出 “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民族工作

方针，使生产关系从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退”了下来，在一些

地区恢复了互助组或合作社，还允许一些居住分散的边远地区的农户退社单

干。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开展工作，不搞 “一刀切”和 “一个样”，不照抄照

搬汉族地区的经验，使经济文化得到不断发展。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动乱时期，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完全

被弃置一旁，大搞 “民族融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名存实亡。我国少数民

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反复实践和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

基本上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坚持实行民族平

等和民族团结，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明确地用立

法手段加以保障。其次，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的任务来抓，采取一系列

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使广大群众的生活

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同时，抛弃过去那种凡事都要求 “一刀切” “一个样”

的做法，注意从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结构及其民族特点等具体实

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生产发展方针，采取了放宽政策、减轻负担、重点

扶贫等一系列措施，并大胆实行了改革和开放。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一条适

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经济建设道路。注意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

育事业，培养大批人才；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广大

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观念及其生活方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还有，以平

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

展。当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中，还存在许多

·９·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历史经验



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要真正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共同的繁荣

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但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沿着这条已具雏形

的、基本上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探索前进，就一

定能缩小少数民族地区同汉族地区之间的差距，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图美

景早日变成现实。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历程，虽然出

现了不少的曲折，但总的来看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卓越的：许多少数民族地

区在这短短的３０余年时间里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变，甚至远远超过了过
去的２０００多年漫长岁月里的变化。那些原先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少
数民族地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这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上前所未见的。总结这一段历史有如下几个经验：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落

后国家或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超越一个乃至数个社会发展阶段向社

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已被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证明是完全

正确的。第二，党的正确领导、国家和汉族地区的大力扶持与帮助，是少数

民族地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及根本保障。第三，

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注意照顾民族特点这两

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第四，必须紧紧抓住经

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确定正确的发展方针，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尽快缩

小少数民族地区同汉族地区之间的差距。第五，应当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

的文化教育事业，认真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

会主义道路历程的回顾中，不难得出这样结论：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全国各

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唯一正确途径。而这种多民族、多层次的社会主义建

设，也正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原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探索》，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０１· 人类学／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中）



一份有参考价值的云南地方史资料
——— 《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简介

　　前记：１９８９年夏秋之交，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著名
爱国民主人士龙云先生的孙女龙宗敏小姐应邀访问云南民族学院，笔者得以

识荆。此后，笔者赴美入弗吉尼亚大学当访问学者，由于工作关系及云南同

乡等多层原因，同龙小姐有了较多的交往。回国前，龙小姐将台湾 “中央

研究院”访问她的父亲、龙云先生长子龙绳武先生的一份资料惠赠笔者，

题为 《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 （以下简称 《纪录》）。回国后几经翻阅，发

现其中有不少关于云南地方史乃至西南地区及全国现代史方面的资料，有一

定参考价值。诚如该 《纪录》的访问整理者、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张朋

园研究员在 “后记”中所言：“龙绳武先生是龙云的长子，自幼追随其父左

右，法国留学归来，出任军职，官拜少将师长，周旋于昆明政治圈中，对云

南政局了解甚深。”有鉴于此，尽管这只是龙绳武先生 “一家之言”，而且

笔者既无暇、亦无力 （非此专业学者）去加诸考证，但觉有必要将其中一

些有价值的东西简要介绍出来，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从有关记录来看，对龙绳武先生的访问是分别于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３日、２８
日，４月４日、１１日、１８日以及２５日进行的，龙先生时年已届８４岁高龄，
且双目已基本失明，但记忆仍相当清晰。访问地点为台湾台北市光复南路龙

公馆；访问者是张朋园先生，由郑丽榕小姐记录。经张、郑二人整理出的

《纪录》初稿约有４５０００字，共分为１２个部分，每部分下面又分若干小节。
兹将各部分标题照录于下：

“一、谈云南风土；二、家世；三、早年教育；四、在云南讲武堂；

五、留学法国；六、昆明时期；七、抗战时期；八、抗战胜利后的回忆；

九、流寓香港；十、在台湾；十一、谈我的父亲龙云；十二、云南的鸦片

问题。”

《纪录》涉及面较广，加之篇幅所限，仅将其中笔者认为有参考价值之

处摘出，尚祈读者见谅。

·１１·一份有参考价值的云南地方史资料



一、关于家世与本人婚姻

根据黑彝社会中掌管文书的 “笔录”推算，我是家族里第四十四代，

我老太爷龙云是第四十三代。

我老太爷是老四，所以小名为 “毛老四”……大陆学者所写的书中说

有 “大毛老四”和 “小毛老四”，“大毛老四”恐怕是祖父的小名。（按此

书系指谢本书著 《龙云传》）不过他们是道听途说，我也不能肯定祖父是否

真是老四。

我有六个弟弟、一个妹妹。老二绳祖、老三绳曾和我同一个母亲，是父

亲元配龙夫人所生。老四绳文、老五绳勋、老六绳元、老七绳德和妹妹国璧

则是父亲的继室李夫人所生。李夫人过世后，我老太爷再娶顾夫人，她是顾

品珍的侄女。

老二绳祖曾在南京担任过总统府中将参军，一九四九年时到香港，后来

病逝于此。———第８页
龙绳曾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入南京陆军大学；死于云南昭通。龙绳文

毕业于西南联大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后居留美国开饭馆、经商 （笔者按：

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８日病逝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龙绳勋因在美多次违犯交通规
则被驱逐出境，现居留香港。龙绳德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曾参加过彭真为

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东欧，现居留美国。———参见第９～１１页
１９３１年龙绳武于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回到云南，龙云委派他任政府警

卫团团副兼第一营营长。

我正式在部队中任职后，一天到晚有人催我结婚，我那时候还没成家的

观念，但是仍然在亲戚的催促下去看了袁嘉谷的孙女。袁嘉谷是云南清末

状元。

我听说袁的孙女某一天一定会经过一座桥，于是我们几个人下午四点钟

就到桥上坐着等。她来的时候，看到一些人坐在那里，似乎显得不好意思，

恐怕她的同学早已漏了口风。

我看了她之后，觉得这个小姐还不坏，于是和卢汉的叔叔商量，他要我

去找绥靖公署秘书长赵澄朴，由赵去和省政府秘书长 （袁嘉谷之长子）谈。

没想到赵澄朴去问了之后，惹出了麻烦。周钟岳 （唐继尧时代曾任云南省

长，当时是省政府委员）来找我老太爷，说袁家姑娘早已经许配给他的儿

子，不希望我们去提亲，如果我们去提亲，袁家一定会答应，那么他的面子

·２１· 人类学／民族学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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