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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赵心愚

民主改革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协商方

式，领导少数民族民众及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和平协商方式，对

西藏、新疆、四川、云南、甘肃及青海部分民族地区实施以土地

改革、解放奴隶农奴和废除劳役及高利贷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社会

改造。民主改革包括"民主协商"及"直接过渡"两部分。

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依据我国民族地区实际的独特创造，

是马列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创造性运用，是中国

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

民主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及民族上层人士的拥护，争取

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尽可能降低以致消除部分群众、主要

上层及宗教人士的反对或抵制，终结了封建社会遗留的政治制度

多元的混乱局面，少数民族跨越了历史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跨入社

会主义社会，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社会制度的建

构;实现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差役，改变l了传统的所有制形态;

消除了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掀开了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新篇章。

今天，我国民族地区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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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敖敢向荣，历史与现实都证确民主改革

的必要与正确，五至该尧分认识，粗毅评价。
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开始于 1956 年初，于 1959 年底摇本

结束，以今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中心的彝族地这、甘砍及阿坝藏族

自治期的藏族地阻为实随范盟，涉及的少数员族擦是彝族、藏

族和羌族，人口跑过 3∞万。

民主改革撬毁奴隶制(原彝族社会〉和封建农奴制(原藏

族社会) ，改天换地， ω余万妞敢、农奴砸碎了辙壤，获得了解

放，翻身挥主，享受人权;民改革培挥、锻炼和壮大了农牧草立

的依靠力量，嚣瑛及考验了众多的积极分子，从中选援及发展了

1. 4 万余农牧民党部员，建立了基层党团支部，地方政权得到更

替或健全，选拔、培撑船提拔了约1. 39 万名地、县、班锻民族

干部，少数民族当来做虫，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政

治整合，兜成了社金主义制度的统一。

民业改革变更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改变了极少数人占

有的不合理软态，广大农牧民从封雄主兰、绞敢主那里，人均分得

土地 2.3 亩至 8.5 亩;彝区户均分得牲裔 2 至[3 头，藏区户均分

得 12 头，以及大型农具、牲商和粮食，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

料，耕者有其臣，组建了家庭，改替了生活，迸发积摄性，解撞

了生产力，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西南~族大学商离民族研究院(前身为 1952 年设立的西南

民族学院民族研究盒， 1978 年重新组建为西南民族学院民族葫

究所) ，自成立以来，一直重夜在西南民族地区，尤其是"两地

一族" (四川藏区、凉山彝区和羌族〉开展社会调查和经济社会

发攘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戒果李薇，影响广泛。"四川

民族地臣民主改革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丛书就是本院近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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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之 o

2006 年，商南E是族大学为纪念回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开展

五十周年，集中反挟建黯居民族地服制度变迁、经济发蝶、现念

更新、民族黯谐、社会进步，将"四)11 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与社

会文化发展"填目成为校级重大科研璜黯〈亦是国家民委熏点

科研项自) ，组成以赵心愚为组长，时光、杨工艺文、张建世、郑

长德、秦朝事、蒋中位为成员的课题组，~改革京、发腊、团结、进

步的主题，多角度、金方位、深墨泼地反映民主改革的重要贡献

及深远影响。

本课题分"~毛主改革历史资料\ "民主改革口述历史"、

"民来改革与西)11 民族地区的班济发膜"、"民主改革句础)!I民族

地旺的社会文化变迁"四个子课翩。

其中"民主改革历史资料"课题组括毛ilä::1t藏族尧族社

会混查集》、《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和《四JII 民族地

臣民主改革大嘟记)，从社会谓奎、文献资料、基本措施及主要

历程等方面来反映四川民主改革的出来、方式、经过及其影响。

"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课题组成员对四川民主改革的领导

者、参与者、民族宗教上路人士及普通群众的事次采访，搜集了

120 余万字口述资料，在此描础上，整理及选编具有代表性的资

抖，彭或系到的《囚)1[民主政琅口述资料集》。

"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的能济发展"课题依据相关资料

及调查数据，就民主改革对四川彝族地罩、藏族地区及羌族地区

经济发展的推础和影瞩开展深入研究，分割撰写《民主改革主寄

自)f!彝匹经济发展》等三部著作，证明珠才三改革的必要与必需，

在于改变了民族地剧目的不合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极大

地促进了经济的发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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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课题从制度层

面、思想观念及文钳变迁等方酣认识民芷改革对四川彝族、藏族

及羌族等社会变革、思想解放的蠢要促进及广泛影鹅，分别撰写

〈民主改革与四川藏区的社会文化变迁》等著作，揭求民主改革

实现了l!Q)11 民族地嚣的制度统一、思想解放及文化发展等等。

2∞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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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金称"以和平协商土地攻革为中J心内容的全副

社会改革飞指中国共产党采取捧商方式，领导少数民族上恩人

和广大民众对部分民族地这实施的社会改造。民主政幕包括

"~毛主协商"及"直接过授"商部分。

员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部分民族地区实际的拙具制

造，①是马列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在中国社会的灵活运刑。民

主改革得弱了各阶磨人士的广泛拥护，争取团结了一切町言墨西结

的人 ， J军ïtJ能降低以致消除部分离众、主要民族上黯人士的撬

制，避免了较大的社会摆动，使部分少数民族跨越了历史的发展

拚段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舍，稳妥地改变了原有的社合形态，究

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整合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转变的任

务。

更为重要要的是， 50 年后的今天，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共阿进步证明了员主改革的必须与正确，

应该充分认识，积极评衍。

① 王连穷困忆，民主协商土地改萃的名称系时衍云南省省长于一川等拟定。参
见，王连芳(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部忆}， 231 页，昆明，云商人民出版社， 1999 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自 2
.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慈大事记

在民主改革中， '即)/1甘孜藏族边区和凉山摔族地区开展的民

主改革具有典型性;如 1957 年 7 月 22 窍，李锥汉同志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汇报时，将四川甘孜、凉山，黯疆、〈云离〉德宏，

以及宁夏黯海翻到人民主改革的三种不同经墟，或三三矜不肉樊

型。②囡币四)11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有深人研究、认真总结之必

要。

然而，在论述四JII民主改革之篱，宜先介绍我回民族地区民

主改革的出来。

一、民主改革的由来

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民主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能自标。井冈ÙI时期，毛泽东同志制定

了土改路绢，领导贫苦在民开展土埠革命。抗战时期，受社会主

要矛嚣变化的制约，中国共产党将土地改革变为减程减息，以剧

结一切可能插结的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提战结束后，中共中央

及时踌整政策，章g定了《全国土地法大纲)，指导解放在能土改

远功。建国后，政务院审j主运并旗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肢，实现了农民个体

所有制，发展了农业生产。

薪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既然汉族聚居旺开牒了土改，民族地区也不会两样!不过，鉴于

民族地区的特攘'躇况，应该来取稳妥的措施。

1950 年 6 月，在中共七届三中金会上，毛主席指出"少数

民族地脏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露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

己争夺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 52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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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荷马王能，毡操，忽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

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有重大的改

革。"①

与此间时，刘小奇同志也谈剖民族地区暂辍土地改革，相关

工作的进行"摆着各少数民族内部的工作情提句群众的觉悟程

度如街，才能决定。我们应该给予各少数琵族以更多的时间去考

虑和准备他们内部的改革问题，阳决不可性急"。③

1951 年 5 月， (人 E岛日报》为"和平解放西藏地方格议"

的签订发表杜论，提出"为要实现政治上的平等，以至逐步实

现经济和文化上的平等，则各民族内部不ïtJ避免地需要有步骤地

实行适合于本民族发展情况的改革。"③改革娃少数民族进入社

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有待考虑与选择。毛

主席在审读该社论草稿时批示，关于四藏能各项改毒军事宜，中央

不加强追，西藏地方政府应启动进行。当群众提出要求时，要采

取号西藏地方官员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拚商的方式"不担对

茜藏是如此，对国内一切点少数的旦弟民族都是如此"③，提出

了民族地区以协商方式实施杜会改谐的梅想。

既然以协商方式实施改革，势必在和握的气氛中进衍。 1951

年 10 月，周恩来在第一届政协三次会议报告中提宿社会改造可

以走租平的道路。她说少数民族社会应该实搞适当的改革，因为

① 离家民委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交要领导人论岗族问题)， 44 页，北
京，民族出版社. 1994 0 

②同①， 46 页。
③ 黯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和平解放西藏). 198 ]l王安拉萨，重要

藏人民出版社， 1弹孔

③ 中央文献研究策等<:毛泽东西藏工作文法上; 50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等，辛.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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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必然之举，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

由之路。"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目前的发展水平也有很

大差异，因此过搜到社会主义的步骤和方式也将不同。但有一点

是共同的，这就是经过和平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①

从 1951 年开始，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造在全国多数

民族地区相继开展，取得了积极的成绩。我们也应该看到，西部

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有特殊之处，内

部分化不严重，剥削与压迫的程度不甚沉重，血缘关系、亲属网

络在人际关系中占重要地位，阶级对立不突出，农民对"地

主"、"富农"仇恨不起来，缺乏"阶级"感情……如果采取汉

区或其他民族地区的土改方式划分阶级，没收及分配土地及财产

等，难以找到合适对象;对号人座，也容易棍淆矛盾，产生负面

后果。在这些特殊地区，应该实施特殊的政策，使改革行之有

效，实现社会形态的顺利转型。

1953 年 7 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讨

论了民族地区拟开展的社会改革，肯定其积极作用"因为不进

行社会改革，少数民族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就还不可能最

后得到完全的彻底的解放，社会不可能向前发展，过渡到社会主

义也就不可能"。鉴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改革是一项

重要而迫切的工作，但是我们对其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等缺乏清

楚认识，加之群众觉悟尚处于启蒙阶段，民族上层及宗教上层还

有着很大的影响"革命的力量尚未长成也不容易长戚"开展

工作存在诸多困难。如果在工作中出现严重错误，不仅纠正困

①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 37 页，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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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挠酣影瞬、取得信任也鼻常激臣，因此"采取慎重稳进的

方式娃正确的，非如此不可的，今后仍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谊得关注的是，或革即将进入社会发育程度"更加落后"

的地区。这里"除个别地区阶级分化尚未形成外，那些已经形

成了阱极社会的地眩，也是保存着农奴酷和憎侣贵族专政，或者

还保存着奴隶髓。即使一些撒区的社会锻济结掏幸自汉族大体相

同，仰是生产发膜*平还是落黠很多，差距较大。由于这握地鼠

的上层领袖和东教领袖在群众中还有较高的权威性，群众还拥护

他们，听命于他的:由于这些地区的群众觉悟尚待于长期的启麓

工作，革命的力量的生长不容易，我们的工作也不容易打下基

础;由于这些地在λ口不多，但处在广大的边境(个割地区例

外)，和中央的关系窍不精切，帝国点义的分裂治功尚在继旗，

少数畏族中的寓，合锁向时起时伏"。鉴于如此，改革班该从实际

出友，采取特殊的撞撞，加以实班。于是"统战工作会议"提

出"对于这些边区的社会改革可考虑不再采取其他提族地区已

经采取过的激烈龄段级斗争方法去进有社会改革，而采用也较租

串的方法，即通过曲折迂阔的步骥和直为温糊的办法去进行社会

改革，以便十分稳妥地推动这些地区由前发展J 因此，与会代

表请求中央等意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和平楼商改革的方针，"如

果这个方针确定了，在这些地区工作的问志，即可在许多政策和

作法上明朗理来，有意辑、有计划、有步辙地去领导这些地这的

工作，而不敢捉摸不定，发生摇摆"。①

该《提验总结》还特别强调"至于还没有进入阶辍社会的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集编<建黑以来意要文献选编)，第 5 册， 647ω 岳83 页，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吉95 0 括号内的文句，系中究主要负资人在安装读该报货后
所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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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撞区，它妇将直接地、但却烧逐渐地和我们共需过读到

杜合主义"掘出7'''直接过渡"问题。

当中央统战部呈报《组验总结》后，在毛海东主席的主持

下，中央政治趋专门召开会议，对该总结逐字逐句如以讨论，修

改补充。如唱主席在制在中华人民共和菌成立，国内各民族获

得解放，周南民族压迫根本消除之后，党在民族问题为酶的任务

是什么呢?……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消灭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问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店的民族得以脐

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刑，过搜别杜会主义"一段中"逐步地发腾

各民族的政治、提济、文化押后面，特别加上"其中包摇稳步

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强调了改革的必要和措施的稳步。

1954 年 9 月，第…脯全国人大召开，制定并通过了《宪

法}，从法撞上巍定了黑族地区必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0 月，

按中共中央批准，该《经撞总结》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企罔，指

导民族地旺相关工作的开展。

二、四 JII 民族培旺民主改革的缘起

{一〉镇重域进，暂雄开展

1950 年拐，四川藏族、彝族聚居服摸得了解放，结束了盟

员党政权的统捕。期间，毗邻的汉毯相撞开展了减粗退押，以及

土施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夜得磐放，生活在

边镰区的部分民族群众受黠启发，要求开展相阔的行动，实搞政

革。 7 月 21 日，邓小王存在接见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分团成员时

指出 z

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

来地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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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义;不清叉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细等

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①

1950 年 11 月 28 日， x~牟平在对西南各民族庆挽回庆代表

团的讲话中，再次谈到了民族地茧的土改工作。他道:

土改现在只限于这族地区，不能在少数民族地黑推行，

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条件还不具备。如办不到要硬办，就会

出乱子 G 少数民族地区的所有改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改

革事宜，一定要在各族人民自己要求的基础上，与各民族人

民来商量解决。大家商受如何办就如捋办，不做就放下。这

点蝇不能急，要稳莹的去做，但这种慢走有利的。②

邓小乎上述两次讲话也说明了社会改革是少数民族向前发展

的必由之路，必须进行;民族地区的改革方式不同于叹眩，宜采

取商量的方式，即通过椅向来开展。不过，改革要等到少数民族

社会内部的条件具备后结开展。内部条件是什么，邓小平在另一

次报告中予以明礁解释:

在民族杂择地区，少数民族人武已经提出同样实行减租

退押和分凯土地的要求，不考虑他，钉的要求是不对的，但完

全与汉族这域一样实行也是不妥当的。在这些地嚣，如果已

经实行了应域自治或联合政清，如果少数民族人民商己也绝

大多数真正赞成，是可以实行的。但在实行当中，应该允许

例外，即少数民族自己不赞成在那一地区实行，甚至三不赞成

对那一家实行时，就不应在那一地区或那一家实行。恙祀，

②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中央文献衍究室等编(邓小平荫街工
作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意庆出版杖， 2ω6 0 

②邓小平‘ <对磁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的说话).重庆，因海军政委员
民族察务委员会. 195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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