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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研究
⒇

史正宪 龚 言
(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西南局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简称，是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邓小平自 1949 年开始主政西南局，其

间在他处理西南地区民族问题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开拓性的举措，也有许多创新性思考。本文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邓小

平主政西南局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颇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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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初期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

( 一) 西南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分析

解放初期的大西南地区包括西藏、四川( 包括今重庆) 、
贵州、西康、云南等五省( 区) ，与缅甸、印度、越南、巴基斯坦

等八个国家接壤，国境线长达 7400 多公里。解放初期，在西

南 23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 7000 多万各族人民，其

中藏、彝、苗、白、傣、哈尼等 30 多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即有

1800 多万，约占全国少数民族的 60%［1］。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民族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历史上，

西南地区经济文化都不发达，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太注重

该区域的经营与发展。在解放前期，由于西南区特殊的地理

位置，在战略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国民党当局对该地区

的统治还是比较严厉。国民党统治时期更多的还是注重军

事得投入，对经济文化建设的投入较少，加之与当地的地痞

流氓、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相互勾结，对当地百姓进行无情

的压迫与盘剥，使得该地区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少数民族群

众生活十分的贫困，政治上毫无民主可言。总之，无休无止

的抓壮丁、征税、征粮等，使得当地百姓生活濒于绝境，当地

百姓对国民党当局也是深恶痛绝。
西南少数民族群众为西南地区的解放做出了历史性的

贡献。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与

统治，致使西南少数民族群众与汉族之间的隔阂日益加剧，

民族矛盾日渐累计，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解放前

夕，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官兵流窜到大西南地区，与当地的土

匪、地主士绅等相勾结，共同来迫害支持共产党的少数民族

群众，并且不断地制造事端挑拨民族关系，增加民族仇恨。
可以说西南地区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敌我矛盾相互交织

在一起，十分的复杂。再加之历史及地理的原因，西南地区

发展十分的缓慢，有些少数民族生产力十分的落后，甚至于

还处在封建社会初期或者奴隶社会末期。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文化发展的落后性，加上国内阶级斗争和国外帝国主义威

胁的存在，以及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这就使得西南地区民

族问题十分的复杂。
( 二) 处理好西南地区民族问题的重要意义

首先，解决好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有助于稳定边疆与巩固

国防。西南地区虽然较偏僻，但战略地理位置重要而特殊，

西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我国西南边疆和国防的稳固，

也关系到新中国的革命以及建设的大局。因此，解放初期就

必须注重西南地区的稳定，也就是要将民族问题放在十分重

要的位置来认识。邓小平对西南的民族问题高度重视，从一

开始就把民族工作放在巩固国防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他说:

“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不好，国防问题就不能解决，因此，从西

南的情况来说，但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

摆在很高的位置”［2］。可见，西南地区民族问题关系到我国

边疆的稳固。
其次，解决好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有助于各级政权的建

立与稳固。西南各省解放后，各级人民政权也相继建立，并

不断得到巩固。历史上，西南地区民族压迫较严重，少数民

族对汉族有着仇视与排斥，因此民族问题与矛盾就十分的突

出。解放后，随着我党军事上的连战连胜，国民党势力的不

断败退，在已获解放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就水

到渠成，而且也是当时解决其他矛盾的一个必须的阶段性的

工作和任务。因此，我们就必须首先消除广大的少数民族群

众对汉族军民和对共产党的猜忌和怀疑，打消他们的疑虑，

合理的处理相关的财产问题、土地问题以及历史遗留问题

等，解决好民族问题，建立各民族间的相互的信任与团结合

作，才能够保证各级政权的稳固。
最后，解决好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有助于该地区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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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和发展繁荣。由于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政策的不够重

视，对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投入较少，开发力度不够; 当地

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人们文化知识的匮乏; 国民党统治

时期对西南各族人民的敲骨榨髓式的盘剥，这些都造成了该

区域内少数民族群众的贫穷与落后。解放前期，西南区内民

族矛盾严重，社会治安较差，人民没有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

环境。我么今天讲“稳定压倒一切”，其实在当时的大西南同

样适用，因为只有处理好了民族问题，才能够创造稳定的社

会治安环境，经济秩序才能够井然有序，而经济想要从战争

废墟中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就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可以

说，处理好民族问题是西南地区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关乎

大西南的繁荣与发展。
二、邓小平处理西南民族问题的开拓性举措

( 一) 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各少数民族同胞享

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第一，向各少数民族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邓小平

非常重视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他认为对民族政策的宣传是

民族工作中第一个要做的工作。他指出，“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宣传工作就是一切工作的粮草，革命工作没有宣传是不

行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宣传。
第二，对少数民族应当采取宽松谨慎的政策，诚心实意

地帮助少数民族。在处理少数民族地区问题时，邓小平指出

要对他们采取宽松的政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所出现的问

题，不要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具体体现在，关于一些事关全

局的大政策，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先缓一缓，等到它内部出现

了可以实行新政策的条件的时候，再去同他们商量，只有征

得他们的同意，才能推动这个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
第三，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民族联合政府。邓

小平把在西南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团结少数民

族的重要措施。他指出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区域自治及成

立民族联合政府，不这样做就是错误，就不能增强民族团结。
第四，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历史上的反动

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到了近代，国民党反动派

继续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和剥削，他们实行的是大汉族主义

政策。大汉族主义政策不仅不能消除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隔

阂，反而加深民族隔阂。
第五，大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邓小平把培养和

提拔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1952 年

7 月 20 日，他为西南民族学院题词: 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

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

联系群众的干部。当西南解放后，在西南地区开展各项工作

所而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干部的缺乏，尤其是少数民

族干部。邓小平认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

需要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3］。
( 二) 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并以此推动民族团

结

第一，采取合适的金融税收政策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

展经济。解放前夕，西南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一片狼

藉，百废待兴，但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又有

所不同，那就是该区域发展十分落后，民生凋敝。因此，邓小

平就有针对性的调整了当地的税收政策，减轻少数民族群众

的税负，还积极呼吁中央政府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扶

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第二，提出了当前经济工作应以贸易工作为中心并全力

实施。邓小平认为，处理好民族地区的生产的关键在于物品

的流通，在于贸易。贺龙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在西南军政

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提到，在少数民族地

区，进一步帮助解决土特产及必需品的供销，发放农贷，供应

农具，兴修水利，防止瘟疫，使兄弟民族的农业、牧业达到增

产。对发生灾害的部分地区，则大力进行了救济工作，使各

兄弟民族深刻感到“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是最关心我们

的”。恢复和新开了公路、邮路，使交通状况得到进一步改

善。
( 三) 注重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建

设

第一，在教育方面，主要提出以下方面的举措: 首先完成

各级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在大专学校逐步政治辅导制度，

进行院系调整，改进教学方法与教育内容。其次，应有准备

的巩固和发展高等与中等的专业教育，完成高等学校和中等

技术学校的调整工作，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 继续整顿与发

展各级师范学校，培养各种师资; 适当地发展普通中学和小

学。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扫徐文盲运动，首先应进行一系列

的准备工作，诸如教员的培养和典型经验的取得。在文化工

作方面大量发展与普及文化事业，继续开展全国性的爱国卫

生运动，发动群众改善环境卫生，防治传染病，组织防疫站，

训练防疫人员，团结一切医务人员，组织农村联合诊疗所，组

织接生站。为了适应建设需要，为了提高干部思想和群众的

觉悟，今后应在一切文化、教育、出版、文学、艺术以及思想改

造工作等方面，贯彻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

东思想的学习与教育。
第二，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邓小平同志比较重视

少数民族文化，并将其作为消除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隔

阂，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民

族文化也是丰富多彩，包括服饰文化、农作文化、医药文化、
民乐歌舞等，而且少数民族文化保留的较完整，极富原生态

性。例如，在和平进军西藏的十项条件中，邓小平就提出要

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1950 年 11 月在接见西南各民族

庆祝国庆代表团时，他指出有些少数民族有文字，有的民族

文字不够用，有的民族没有文字，这就造成了教学上的困难。
要解决这一困难，开始要先学点汉文，经过它作桥梁，来弥补

各民族文字之之足。至于如何形成各民族文字的问题，将来

一定要解决，也一定能够解决，这只是时间问题［4］。
第三，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条件。邓小平认为，首

先要告诉他们只要讲卫生，好好防治就可以减少疾病。只要

提高少数民族的防病治病的意识，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

卫生条件，帮助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提高健康水平，就一定能

够加强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关于做好彝民工作的意

见中，邓小平指出，卫生部要为彝民同胞治( 下转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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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特网无国界、超控制的弱点，网上内容参差不齐，黄毒

网站，虚假信息遍布，大学生应自觉的抵制、加强对这类信息

的防范意识，防止身心受到伤害。反之要充分利用网络的自

主学习功能，上网时多利用网络的有益资源获取知识、开拓

视野，使个人潜能得以开发。同时，大学生应该认识到，网络

是个虚拟的世界，在网络中加强安全防范意识上网聊天时不

应随便泄露自己住所、联系方式、家庭和经济等真实信息，慎

交网友，不要不要轻信网友的情况，更不要与网友轻易会面，

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 四) 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

在笔者所做的调查中，大学生将聊天和交友选为了他们

上网最普遍的网络行为。同时通过与被调查的大学生进行

非正式的访谈也了解到，很多大学生网民在上网时有的人甚

至近 90%的时间都是用来聊天。这有力的说明大学生网民

渴望与他人沟通需求精神寄托的强烈愿望。大学生来自五

湖四海，他们离乡背井的来到了大学校园后都希望与身边的

老师、同学多交流，建立良好而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是来自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背景的大学生会发现现实中要想与

身边的人建立亲密无间的友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在

现实生活中受挫的青少年，只能转而依靠网络来释放自己的

情感，逐渐的部分大学生渐渐忽略在现实生活中交朋友，变

得越来越孤独和脱离集体了。因此大学生要学会建立正常、
和谐的人际关系就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树立正确的交

友观念，用宽容、理解、尊重、信任的态度与他人和睦相处。

面对互联网上极其丰富的内容与应用，社会、学校、家庭

和学生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加强大学生网络心理与行为的

引导和有效控制，使互联网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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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73 页) 病，因为这会有助于团结和争取彝民。针

对少数民族地区医务人员非常缺乏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将

来必须多培养少数民族医务干部，同时可以针对各地区特殊

疾病训练专门的医务人员。
三、邓小平处理西南民族问题经验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历来主张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他早在主

持西南局工作期间就指出: “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

的”，毛泽东思想能解决民族问题，按共同纲领去做，能把民

族问题办好。因为这中间贯穿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基

本精神。那么，在新时期将怎样贯彻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

原则? 邓小平认为最根本的是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国情来贯彻［5］。
邓小平同志在主政西南局时期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相

关举措为我党在新时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党

的十六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伟大征程中，我国民族关系实现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发

展。我们党明确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为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我们党把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进

一步概括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明确指出，平等是基石，

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我们把和谐作为我

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充分体现了我

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行的民族政策包括: 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

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

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等事业，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

自由。这些民族政策很多都溯源于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期

处理有关民族问题时的措施与思考，可以说，邓小平的有关

民族问题的思想目前仍极具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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