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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处理民族关系三个论逋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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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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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邓 小平在领导中 国 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中
， 对处理我 国 民族关 系提 出 了 一 系 列重

要的 指示 ，成为邓小平民族理论的 重要组成内 容 ，对 当 时我国 处理民族关 系起到 了 重要作 用 。

其中 ，

“

两个主义一取消 ， 团 结就 出现 了
”

从理性上提 出 了 我国 处理民族关 系 的基本观念 ，
汉族

和 少数民族
“

两个 离 不 开
”

从实践上指 明 了我国 处理民族关 系 的基本原则
，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

两个怎样
”

从事实上概括了 我 国 处理 民族关 系 的基本标准 。 我们认真学 习 和深刻 领会邓 小

平关于处理民族关 系 的这些重要论述 ，有助于处理好现今和今后 的 民族关 系 ，促进民族 团 结 ，

维护国 家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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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事宜。 在西藏 自治区成立 5 0 周年之际 ，我们重温和

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对我国的 民族理论和民学习邓小平关于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 ，对于我

族政策的形成与完善作出 了重大贡献 。 继毛泽东之国做好民族工作 、处理好民族关系 、凝聚起中华民族

后 ，邓小平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妥善处理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关系的重要领导人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 ，我国面临．

苏东解体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 的巨大冲击 ，在毛泽
一

、关于
“

两个主义一取消 ， 团结就出现了
”

东和邓小平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指导下 ，我国从理性上提出 了我国处理民族

经受住了坚持国家统
一

的考验 ， 民族关系一直朝着关系的基本观念

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 民族关系发

展 。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 ，
处理民族关系是民族工作 1 9 5 0 年 7 月 2 1 日

，
邓小平在

“

欢迎赴西南地区

的重大问题 ，
也是影响国家大局的重大问题 。 新中中央少数民族访问 团

”

大会上发表 《关于西南少数

国建国以来
，
我国的 民族关系成为世界上最好的 民民族问题》 的讲话中指 出 ：

“

经过这些历史上 的工

族关系 ，这与毛泽东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作 ，加上今天的工作 ，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

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形成的 民族理论和 民族政策下来的民族隔阂 ，
把各民族团结好 。 在世界上 ，马列

的正确指导分不开 。 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 日趋复杂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 。 在中 国 ，马列主义与

的情况下 ，在我国各族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
也是能够解决

复兴的梦想 中 ，处理好民族关系依然是国家的重要这个问题的 。 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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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们从政治上 、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开展两次民族政策大检查对大汉族主义进行 了清

们 ，就会把事情办好 。 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 ，就可算
，
在反右运动 中 也对地方 民族主义进行 了 批

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 。 我们不能首判
［

3
］

。
1 9 5 3 年 9 月 2 3 日 ，邓小平在中央八届三次

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的 民族主义 ，而是应当首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指 出 ：

“

在少数民族中 的社会主

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 。 两个主义一取消 ， 团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 ， 除了 同汉族地区相 同的 内容

结就出 现了 。

”
［ 1 ］

邓小平这段论述坚持了我党在 民以外 ，
还应该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 。

” “

在少数民
．

‘

族政策上一贯主张的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族干部和上层人士中 ，应该指 出 ，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

义的思想 ，将其应用于解决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实和大汉族主义倾向 ， 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

践中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的倾向 ，对于社会主义祖国 的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同

民族主义起源于 1 8 世纪的欧洲 ，是在打破神权样有危险 。 过未我们强调反对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

和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运动中兴起的一种 民族认同主义倾向 ，这是完全必要的 。 今后 ，
也仍然要继续坚

运动 。
1 8 4 4 年民族主义出现于社会文本中 ，其基本决反对大汉族主义 。 但是 目前在少数民族干部 中 ，

含义被解释为 ：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 ’特别是指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是同样必要的 。

”
ｔ

4
］ 也

一

种特定的民族意识 ， 即认为 自 己 的民族比其他民就是说 ，在民主革命时期 ，党坚持反对两种主义
；
在

族优越
，
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建国后主要反对两种主义的倾向 。 反对两种主义的

利益 ，
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

Ｗ
。

＇

一些西方教育运动换得了建国后我国民族关系非常融洽的结

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既是
一

种观念形态 ，也是
一

种现果
，
各民族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高度认

实运动
［

2
］

。 民族主义可以从心理和政治两个层面同 。

来理解 ，
在心理上 ，

民族主义是
一

种心理状态 ，表现但是 ，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倾

为一个民族的民族性 ，或
一

种爱国心和民族 自豪感 ； 向 中 ，同反右运动一样犯 了扩大化的错误 ，

一些地方

在政治上 ， 民族主义是一个艮族追求建立 自 己的 国将有一定情绪的少数民族干部扣上了地方民族主义

家的政治运动 。 因此 ，
民族主义是

一

把双刃剑 ，对于分子的帽子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
明 确纠正了反对

单一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与 国家主义是
一

致的 ，有利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问题 。 1 9 8 2 年宪法和 1 9 8 4 年

于国家统
一

；
但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 ， 民族主义与 国的民族区域 自 治法 中都写 了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 ，

家主义不完全
一

致 ，
不利于国家统一 。 在多民族国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 可是后来

“

大汉族主义
”

家中 ，如果每一个民族都坚持民族主义观念时 ，就必和
“

地方民族主义
＂

的提法逐渐被淡出 。

“

然而 ，
两

然出现民族之间的竞争或冲突 。 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种民族主义提法的淡出 ，并不等于相应现象的消失 ，

革命的过程中 ，十分重视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 ，认为相反 ，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 ，原被归人大汉族主义

中国革命是全国各民族的革命 。 中 国共产党在领导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各种现象都有故态复萌之势
，
所

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时 ，
逐渐清醒地认识到 ， 由于以我们可以放弃

‘

两种民族主义
’

的提法 ，却丝毫不

历史上存在过的民族压迫 ，导致我国各民族之间存可放弃反对危害民族团结和国家统
一

的立场 ， 不可

在较深的隔阂 ，所以 ，在革命过程中
一

直主张坚持民忘记中 国共产党关于反对两种 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

族平等 、 民族团结 ， 反对大民族主义 ’包括反对大汉践警示 。

”
［ 3 ］

如此看来 ，
不管是在我们突出强调反对

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努力消除隔阂 。 反对大民两种主义还是在反对两种主义淡出 的情况下 ，
两种

族主义不仅是中 国共产党的 民族理论主张 ，而且也主义都是我国 民族团结的阻碍 。 邓小平关于
，

“

两个

是处理民族关系 、解决民族问题重要的实践途径之主义一取消
”

是一个动态过程 ，而
“

团结就出 现了
”

一

。 民主革命时期 ，在党的文件中主张反对大汉族则是这一动态的结果 ，
可 以说

“

两个主义一取消 ，
团

主义 ，
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

［ 3 ］

。 反结就出现了
”

是
一

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 是一个长期

对两种民族主义写进了 《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的过程 ，
并非是

一劳永逸的事情 ，
因 为只要民族存

领》和 1 9 5 4 年宪法中 。 新中 国建国后 ， 在全国范围在 ，产生这两种主义就有可能 。 观察我 国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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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过程 ，尽管我们在反对两种 主义做法上出现工作也搞不好 。 如果汉族干部认为离开少数民族干

了偏差 ，但可以看到凡是两种主义低潮的时候 ，
民族部可以 ，少数艮族干部认为没有汉族干部也可 以 ，都

团结的大好局面就会出 现 ； 凡是两种主义或两种 主是错误 的 ， 危险的
”

［ 6 ］

。 后来 ， 中央形成 了一个观

义倾向抬头的时候 ，
民族团结的大局就会受到影响 。 点 ， 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 ，汉族离开少数民族

当前在世界民族主义思潮 的冲击下 ，
虽不能说我国不行 ，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 。 这个关系是相互

存在两种主义 ，但两种主义的倾向却有抬头和增强 ， 依存 、相互帮助的关系 ， 谁也离不开谁 。 1 9 9 0 年 8

因此
“

两个主义一取消 ， 团结就出现了
”

这种处理民月 ，江泽民到新疆视察 ，指 出 ：

“

我们伟大的 中华 民

族关系的理念依然需要坚持。 虽然现今不可能在全族 ，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 。 在我们祖国的大家

国范围 内大搞反对两种主义的教育运动 ， 但是继续庭里
，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 ，汉

坚持邓小平这种从理性上处理民族关系时应有的基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
少数民族

本理念非常必要 ，并且应该成为每个民族成员 的 自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

”

江泽民将
“

两个离不开
”

思想

觉行动 。 正如 2 0 1 4 年 9 月 2 8
—

2 9 日 召开的中央民进
一步发展完善为

“

三个离不开
”

的思想 。

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我国经过历史的长时期 的发展 ，
最终成为一个

大会强调的那样 ， 要
“

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统一的多民族的 国家 ，但这
一过程是非常漫长而复

民族主义 ， 自 觉维护 国 家最高利 益和 民族团结大杂的 ， 因而我国 的民族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 。 历史

局 。

”
［ 5 ］

邓小平关于
“

两个主义
一

取消 ， 团结就出现上各民族之间有过友好合作的关系 ，
但也有过冲突

了

”

这
一

论述对我 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促进民族与竞争甚至是战争的关系 ，
处理好民族关系始终是

团结依然有指导作用 。历代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革命过程中 ，
组织动员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参加苹

二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
“

两个离不开
”

命、支持革命 ，各民族人民共同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

从实践上指明了我国处理民族革命任务 。 建国后 ，党又领导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

关系的基本原则义 。 改革开放后 ，党又领导各族人民发展中 国特色

社会主义 。 在共同的奋斗 目标下 ，各民族团结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 后 ，我国民族地区开始努力建设 自 己 的 国家 。 也就是在共同的奋斗 中 ，各

了民族 、宗教工作上的拨乱反正 。 同时 ， 由于受境外民族结成了平等 、 团结 、 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

敌对势力渗透以及反动宣传的影响 ， 民族分裂主义民族关系 ，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 和睦相

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开始在
一些 民族地 区抬处 ，我国 的民族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 然而 ，改革

头 。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起事端制造了破坏民族团开放后 ，

一些 民族分裂主义在国际敌对势力 的挑唆

结 、引起民族关系紧张的事件 。 在此背景下 ，新华社下 ，制造了破坏民族关系的事件 ，影响了我国民族团

刊发了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乌拉太也夫有关在新结的局面 。 邓小平针对新疆民族工作作出 的
“

两个

疆工作中大汉族主义要不得 ，
地方民族主义也要不离不开

”

的指示具有普遍意义 ， 适用于全国 民族地

得 ，
少数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相互支持和 团结的区 。 汉族和少数民族

“

两个离不开
”

的重要论述体

观点 ， 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髙度重视 ，并亲 自作批示现了 中华民族
“
一家人

”

的思想 ，在一家人中就应当

予以肯定
⑷

。 1 9 8 1 年 7 月 1 6 日
， 中共中央关于转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

发 《 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 问题的纪要 》 的通知从实践上看 ，
民族作为

一

个人们共同体会长期

中 ，第
一

次提出 了
“

两个离不开
”

的政治观点 。 纪要存在
，
国家由 民族构成的现象也会长期存在 ，在多民

根据邓小平同志批示精神提出 ：

“

新疆的汉族干部族国家中 ，
民族关系融洽是

一

个动态过程 ，融洽是一

要确立这样
一

个正确观点 ，
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 ， 种结果 ，

不融洽现象甚至是对抗现象也会发生 。 民

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 ；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族之间交往涉及诸多利益 ，
这就需要从国家层面上

立这样
一

个正确观点 ， 即离开了汉族干部 ，新疆各项不断调节民族关系 ，包括从法律上调节 、从观念上调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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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从事实上调节等 。 邓小平关于
“

两个离不开
”

的族地区 ，包括西藏和新疆 。 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 ，

思想就是对我 国 民族关系 的调节 ， 这种调节是在前景是很好的 。 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
“

离不开
”

或不可分的前提下进行的 。

“

两个离不是坚定不移的 。

” ｍ 他还说 ：

“

西藏是人 口 很稀少 的

开
”

是个量词的表达 ，
实际上是指 中华民族所有成地区 ，地方大得很 ，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

员相互离不开 。 新中国建立后 ，我国识别了  5 6 个民够的 ，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 。 如果以在西

族和俊人 、夏尔巴人 2 个族群
，
按照人 口标准通常称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 国的 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 ，

为汉族和少数民族 ，是一种平等的称呼 ，

“

两个离不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 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

开
”

表达的是 民族平等关系 。 汉族和少数民族
“

两利
，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 ，

在 中国 四个现代

个离不开
”

思想是调节 民族关系 、处理民族关系 的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

”
［

7
］

在此 ，邓小平提出 了用生产

基本底线 ，没有这条底线就不存在调节民族关系 问力发展与否衡量 民族地区发展的
“

两个怎样
”

的标

题了
，
中华民族就不能团结 ， 只能分裂 。 所以说 ，邓准 ，告诫世人 ，

看中 国的民族地区发展不是看哪个地

小平根据新疆民族工作的实践提出 了我 国处理民族区哪个民族人口 多少 ，而是要看民族地区人民是否

关系
“

两个离不开
”

的基本原则 。 这个基本原则运生活幸福 ，社会发展是否先进并能走进中 国的先进

用于处理民族关系时就是 ， 当不 同 民族成员之间发之列 。 邓小平从事实上提出了判断民族地区发展与

生矛盾或纠纷时首先要求的是坚持
“
一

家人
” “

离不否的是非标准 。

开
”

的思想 ，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具体解决问题 ，而非邓小平的 《立足民族平等 ， 加快西藏发展 》是在

“

你不是我家的
” “

你是外人
”

的思想 。 正如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话的一部分 ，在此 ，他批评

强调的
“

中华各民族团结起来
”
一

样 ，

“

两个离不开
”

了
一些不能正确看待西藏的人 ，认为

“

如果以在西

就是 中华民族
一家人团结起来 ， 相互离不开 。 当前 ，

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 国 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 ，

在我国 的
一些民族地区 由 于受国 内分裂主义和国际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

”

对于 中国 的 民族关系
，

一些

敌对势力 的挑拨 ，
往往在处理民族关系时 出 现非西方人总是以他们 自 己 的标准来审视 ，认为 中 国是

“
一

家人
”

的思想 ，导致
一些 民族矛盾和纠纷激化 。 殖民 国家 ，汉族到达少数民族地区是

“

移 民
”

。 2 0 1 4

因此 ，
坚持邓小平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

“

两个离不年 ，
习近平主席在参加 国际活动中讲到中 国不是殖

开
”

的基本原则 ，对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非常必要 。民国家 。 中 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民族 ，呈现 出一条民

＿族发展的轨迹 ， 即交往 、冲突 、竞争 、迁徙 、同化和融

三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

两个怎样
”

从合 ，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早 已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

事实上概括了我国处理民族有你的血肉关系 。 相对而言 ，在 民族居住区域 中也

关系的基本标准有以某个民族为主体的地区 ，如西藏以藏族为主 ，新

疆以维吾尔族为主 ，
内蒙古 以蒙古族为主等 。 新中

新中 国建立后 ， 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始终是国建立后 ， 国家采取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 ， 响应

党和 国家基本的民族政策 。 国家组织动员社会各种政策 ，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干部 、技术人员来到少数

力量
，
以多种方式 ，想方设法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 ， 民族地区 ，投入到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 。 这本是一

使少数民族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 改革开放以国之内人民 自 由流动的事情 ，
却被西方人说成移民 ，

来
，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 有殖民之疑。

？

此
，邓小平予 以驳斥 ，

站在 中国是一

在发展少数民族地 区问题上 ，
也把发展重心放在解个统一多民族主权国 家的角度 ，说明少数民族地区

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 。 他说
“

粉碎
‘

四人帮
’

后 ， 中是中 国的一部分 ， 中 国政府关心的是少数民族人民

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 。 拿西藏的幸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 ，关心的是 中国

来说 ， 中央决定 ，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
一 少数民族在国家发展 中的地位问题 。

些建设项 目 ，而且要作为
一

个长期的任务 。 西藏具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程度关乎民族关系的

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 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好坏 。 新中 国建立以来 ，
民族地区得到了长足 的发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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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民族关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 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
，
旧中 国遗留的民族隔阂逐渐被打破并趋向消除 。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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