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3 期

论习仲勋的民族工作思想

李 恬

［提 要］ 在长期的实践中，习仲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工作思想。他强调要坚持慎重稳进原则，

妥善解决民族问题; 坚持民族团结原则，根据民族特点做好民族工作; 坚持共同繁荣原则，把推动民

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这些思想为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开创民族工作的

新局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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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作是以少数民族为服务对象，以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及其社会发展为要旨的社会

工作。①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长期致力于党的民族工作，被称为 “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

专家型高层领导”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习仲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

基本原理，结合实际情况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

问题的观点、方针和政策，为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一、坚持慎重稳进原则，妥善解决民族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

北局第二书记等职，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③在他看来，西北地区最大的实际问题

就是民族问题。西北地区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

实际。面对西北地区民族纷争不断的复杂形势，迅速平息民族叛乱、维护社会稳定，成为西北工

作的重中之重。根据中央要求，结合西北地区的特点，习仲勋将慎重稳进、循序渐进的方法灵活

应用于西北的民族工作中，积极推动民族问题的解决。

一是纠正新疆工作中的急躁行为。西北地区中的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成分复杂。
1950 年 3 月，乌斯满等武装匪徒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胁迫牧民发动武装叛乱。在新疆军区强

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叛乱最终得以平息。1950 年 7 月，西北军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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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处理问题必须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未经西北局批准，地方不

得擅自处理少数民族内部的各项社会改革问题。然而，在未经中央和西北局同意的情况下，中共

新疆分局却提前在牧区开始推行社会改革。在 《新疆分局关于在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

中，新疆分局提出要开展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彻底根除北疆匪患，安定牧区的社会秩

序。指示下发后，农牧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出现了偏差，一些有威望的少数民族头人和宗教人

士受到错误抓捕，土匪及敌特分子趁机污蔑中共的民族政策，制造分裂，局势相当混乱。1952

年 6 月，中共中央作出指示: 新疆分局应立即停止对北疆牧区的镇反与改革。
1952 年 7 月，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报告。

习仲勋指出: 新疆的工作，特别是部队生产和农村减租两个方面的成绩是基本的和主要的，

“左”的冒险急进错误虽然是部分的，后果却是严重的。牧区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原则性的错误包

括: 企图在牧区划分阶级，准备消灭地牧主经济; 不顾牧民的觉悟程度和是否自愿，企图组织畜

牧合作社; 在镇反中打击面过宽等等。④他强调务必要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反对 “左”倾

冒进。明确首先要抓好安定秩序、开展医疗和贸易工作以及培养干部三项基本任务，然后根据情

况逐渐推进其他包括肃匪、镇反等在内的各项工作。⑤这就廓清了在牧区工作上的政策界限。

此后，新疆社会秩序重新恢复，西北局势逐步稳定。1953 年夏，中共西北局派出的调查小

组历经 4 个月的调查后写出的《新疆牧区调查报告》，证实了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会后 “牧区社

会秩序空前安定”的情况。⑥

二是积极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解放战争胜利后，解决西藏问题就被列入了议事日程。1951

年底，习仲勋作为中央政府特命代表欢送十世班禅返回西藏。为了加强西藏的工作，针对入藏干

部的思想状况，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护送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彼时西

藏民族问题、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于民族上层。虽然广大下层群众有很大的进步性，但必须

要看到，宗教和封建的影响在人民中间还很大。因此，西藏的主要工作是加强达赖与班禅之间的

团结，加强宗教界的下层和上层、俗人和喇嘛、牧民和农民彼此之间的团结，共同组成爱国反帝

的统一战线。习仲勋对护送班禅进藏的负责同志强调，在西藏目前反封建时机尚不成熟，西藏搞

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和主题就是爱国与反帝，要争取和团结达赖、班禅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⑦

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习仲勋认为在西藏开展工作，慎重稳进才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他说，

“稳进”不是不进，而是要多思考，善谋划，应不应当办? 这样办了，后果又会如何? 这样稳妥

地加以推进，每办一步就会有一步的成绩。在西藏有些事情不要怕慢，简单急躁反而会走弯路。

他强调，要多帮助、多扶植班禅，在一些方面不能要求过高。“小异”是要有的，保证 “大同”

就可以。⑧慎重稳进、求同存异的原则和循序渐进的思路，争取了班禅等上层宗教人士，维护了

西藏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为推动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成功争取项谦的投诚。解放后，青海昂拉部落 ( 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 的千户项谦

公然发动叛乱。青海省委和省政府多次要求进行军事进剿，习仲勋指示: 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

自兴兵。他认为首先要做好政治争取工作，“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有利，万一和平解

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要的条件”⑨。他认为，争取项谦归来，有利于迅速

稳定昂拉及其周围地区，有利于增强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感召力，也有利于争取团结青海各少数

民族部落、进入果洛区工作以及开展甘青川康边工作。有鉴于此，习仲勋强调要尽一切可能继续

进行争取工作，对于已经做过的要继续加强，没有做好的要重新做。在习仲勋的部署安排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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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以及一些寺院活佛、藏族部落头人等共约 50 余人，多次赴昂拉与项谦和谈，

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争取项谦投诚。昂拉叛乱的解决，作为妥善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

践，充分体现了习仲勋对于民族问题所秉持的一贯主张，“应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可轻用武

力，政治应占百分之八十五，军事顶多占百分之十五，因为这是民族问题，不是武力充足不充足

的问题。”⑩

习仲勋的上述思想和实践，既是对中央 “慎重稳进”方针的贯彻执行，也凝聚了他对少数

民族工作的经验总结。在“事事力求谨慎，力求做得实在”瑏瑡思想的引领下，西北地区复杂动荡

的局势得以扭转。

二、坚持民族团结原则，根据民族特点做好民族工作

习仲勋始终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强调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

基础上，“根据民族特点及注意民族情感办事”，才能“把事情办好”瑏瑢。

一是根据民族地区特点，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土改。习仲勋认为，西北这个地方是几十

个民族生活的大家庭，在西北服务和生活必须注意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是一个重要的政治

问题，任何人离开这个东西就要犯错误。瑏瑣鉴于西北地区约有半数土改地区为少数民族杂居或聚

居的情况，习仲勋提出在民族团结基础上进行土改的五条方针: 第一，不可强迫少数民族群众参

加土改，他们的行动必须是自觉的; 第二，土改工作要有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参加; 第三，务必尊

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第四，斗争少数民族地主应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 第五，务

必采取正确的步骤，先做好争取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的统战工作，然后再来发动群众。瑏瑤

根据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掌握，习仲勋认为，一方面要看到广大下层群众有很大的进步

性，一方面还必须要看到宗教和封建的影响在人民中间还很大。“民族问题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哪里? 就在这些上层。联合这一部分封建势力来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可以说是那里的矛盾

的特殊性。”瑏瑥1952 年，习仲勋提出了著名的“联合封建反封建”观点，内容包括对民族宗教上

层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保护民族宗教上层过好土改关、保存部分封建而搞掉大部分封建、

以对一小部分民族宗教上层开明人士的妥协来换取发动群众的条件，等等。瑏瑦1953 年西北地区土

改工作全部顺利完成。其间，推行了汉族农耕区、再是少数民族农耕区、然后少数民族牧区的土

改工作步骤，实施中注意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和宗教领袖的经济财产利益，在回、汉冲突尖锐的甘

肃临夏地区尤为慎重和细致。应当说，“联合封建反封建”的思想为推动西北民族地区民主改革

的顺利完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联合封建反封建”是党的民族思想在西北少数民族工作实践基

础上的创新，这一思想被运用到藏族、傣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有力推动了当地以自上而下、

和平协商的方式，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二是深入群众，了解实际，因地制宜制定民族政策。重视发挥群众工作的作用，是习仲勋在

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无论主政西北，还是任职中央，习仲勋之所以能推动

民族工作有效开展，与其重视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在视察青海塔尔

寺时，习仲勋了解到这里的居民世代耕作寺院土地，并把收获的麦草供给寺院烧锅做饭当作神圣

义务。如果实行土改，将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寺院就无法烧火做饭，因此当地居民请求不要土

改。习仲勋向上汇报后，西北局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改。这不仅尊重了少

数民族的习惯和情感，也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可。为了加强同少数民族群众的交流，习仲勋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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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努力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他说，少数民族同志汉语都学得很好，倒是有些汉族干部，在民族地

区工作了很长时间，还不能讲一点少数民族的语言，这不利于同少数民族进行情感交流。除了与

民族地区上层人士保持着密切沟通外，习仲勋还经常深入民族地区与普通民族群众拉家常、交朋

友。习仲勋说，要多到群众中去，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多和群众交朋友，多到基层调查研究，这

样我们的事情才会好办。习仲勋多到群众中去、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本位思想启示我们，只有深

入基层，了解群众，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也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进而为加

强民族团结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是加强宗教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统一战线最基本的出发点就在于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以实现党的既定目标。习仲勋作为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专家型领导干

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广泛团结各阶层、各政治派别及宗教上层爱国人士

组成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自然、传统等原因，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习俗，其

中信仰宗教、具有宗教情感是少数民族地区较为突出且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特征。因此，这些地区

的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相交织，呈现出复杂性和敏感性并存的特点。习仲勋指出，对宗教具

有深厚的情感因素，在民族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中是普遍存在着的，这种客观存在是不以我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待相关情况，务必要认真研究，慎重处理，决不可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

的办法。为此，他强调民族地区的干部一定要与宗教人士广泛接触，特别是要处理好与宗教上层

人士之间的关系，了解宗教领袖人物的情况，以便开展工作。瑏瑧

基于上述认识，习仲勋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北地区工作期间，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人士保

持着广泛和经常性的接触。习仲勋曾谈到，解放初期，“在甘肃，大规模的回民叛乱有两次，一

次占了平凉城，一次我们伤亡将近两千人，最后怎么处理的? 武的办法不行，还是由爱国的宗教

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去出面和平解决。我们绝不要低估党外朋友的作用。”瑏瑨而在争取昂拉部落首

领项谦归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就是习仲勋深情厚谊的挚友。这说明在

民族工作中，务必要根据民族特点办事，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情感，争取宗教上层人士，加强民

族宗教统一战线工作，以此来凝聚共识推动工作。

三、坚持共同繁荣原则，把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瑏瑩

习仲勋认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

荣是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要把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

“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搞上去”。瑐瑠

一是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解放初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十分落后，为了解

决当地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大力推动自由贸易，陆续在青、甘、新、

宁四省区建立了二百多个贸易专业机构，积极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畜牧业生产。为了深入少数

民族地区开展贸易活动，还先后组织了大约六百五十个左右、形式多样的流动贸易组。这些贸易

小组和机构较低的价格向少数民族群众大批量地出售布匹、茶叶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以较高的价

格收购当地群众的药材、皮货等土特产品，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牧产品交换比率因此而发生了极

为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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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习仲勋明确提出，新的形势下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

化发展，大力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进入新时期，如何发展商品经济成为经济建设首当其冲

的问题。习仲勋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逾越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可是，就现实情况来

看，有些少数民族连记账的习惯都没有，有的甚至还处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地

区尽快补上商品经济这一课，他提出可采用专家调研、帮助开发、培训专业人才、加强横向联系

等解决办法。他强调，在民族工作中，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中，都要把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放

在首位。为促进新时期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党中央各部门以及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

社会力量都积极开展了少数民族智力支援工作，为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习仲

勋认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方面，“走出了新路子，取得了新成绩，创

造了新经验”，开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领域，对此予以鼓励和肯定。瑐瑡

二是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各少数民族特色呈现于文化，也根植于文化。马克思认

为: “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

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 ( 主要的方面) 。

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
瑐瑢其中，“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瑐瑣。在交流互动中，文化民族性被赋予新的内涵，

并获得时代规定性。

习仲勋充分吸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精华，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

独到的认识和见解。习仲勋主张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交流，各民族文化则要

在交流中创造性地充实发展，成为 “共同的财富”。他指出: “各民族的文化，要共同发展，要

互相交流，特别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他们本民族的文化。”瑐瑤他说，“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并不是

原盘端过来，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实新的内容，把原有的水平加以提高和发挥，这就是创

造。”瑐瑥习仲勋主张尊重客观存在的民族文化差异，区别对待各民族的文化，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

们充分自由地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习仲勋主政西北期间，政府曾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

赴京、津等地参观交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渠道和机会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予以推

介。瑐瑦政府还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拨出数量可观的经费，兴建中、小学校，让少数民族的年轻一

代学习本民族语言。瑐瑧任职广东后，习仲勋专门指示拨钱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积极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队文化事业的发展。瑐瑨

三是积极培育少数民族干部。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就必须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

培养选拔工作。少数民族干部懂得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党和少数民族群众之间可以发挥桥梁和纽

带的作用。习仲勋强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既要培养领导干部，又要培养管理干部、技术干部

与和科研人员。为就近服务和帮助少数民族，同时，推动西北民族学院尽快筹建，西北民族事务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办公地址就由陕西西安迁至甘肃兰州。在西北民族学院的一次开学

典礼中，习仲勋说，当前党和政府面临着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大量培养民族干部。完成这一任

务，就能为实现各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推动少数民族的共同发展，创造出最基本的条件。这也

是西北民族学院长期的奋斗目标。他强调，大家务必要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在民族工作

方面，任何事都不会比这件事更重要。瑐瑩1986 年 11 月，他在全国民委主任会议上指出，少数民族

干部中像乌兰夫这样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素养的还很少，应该多培养和选拔一些乌兰夫这样的马

克思主义民族干部。习仲勋认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党性强、专业硬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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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瑑瑠

习仲勋对党的民族工作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既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也是当代中国追梦圆梦的力量源泉。我们要深入学习习仲勋在民

族工作上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不断书写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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