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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西南地区民族隔阂与民族矛盾阻碍了我国的民族

团结与新中国建设的进程。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面对西南地区民族矛盾和民族

隔阂等问题，凭借过人的智慧和魄力，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缓解民族矛盾、消

除民族隔阂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举措。这些措施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西南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对我国新

时代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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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the estrangement and contradic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hindere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first Secre-
tary of the Southwest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Deng Xiaoping faced the proble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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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contradictions and ethnic estrangement in Southwest China. With his extraordinary wis-
dom and courage, Deng Xiaoping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ease ethnic contradictions, 
eliminate ethnic estrangement and strengthen national unity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se measures not only effectively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eth-
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but also have great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national unit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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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且与多个国家接壤，对我国的国防安全

有着十分重要的屏障作用；同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种类繁多、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横，民族矛

盾尖锐，邓小平在主政西南地区时高度重视民族之间不团结的现象，提出加强民族团结对新中国的国防

安全与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强调必须要高度重视西南的民族问题，而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

等，就必须从各方面解决少数民族面临的生存教育等问题，要让少数民族重拾对汉族的信任与支持。 

2. 西南局时期少数民族状况及民族团结重要性概述 

1949 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总领西南局的工作。西南局是一个大区，包括

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还包括重庆和西藏，此外，西南局集聚了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当时整个

区域内住着藏族、苗族和土家等 31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庞大数量与种类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西南地区社会状况的复杂性；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分布区域广，且多地处边疆地带，少数民族集中聚居

的西藏和云南分别位于我国西南和西部边疆，两省国境线在当时将近 7000 公里，且与不丹、尼泊尔和缅

甸等国家接壤。由此可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团结与稳定对我国稳定西南部统治和巩固国防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由于历史与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西南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与汉族同居一地，而历代的汉族统

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民族歧视，使得各民族之间矛盾重重，再由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风俗以

及居住地区地理位置的差异，又使得少数民族内部各支系之间矛盾重重。综前所述，西南地区的少数民

族情况复杂，民族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不易治理。这种民族关系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新中国

的和平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邓小平明确指出“西南民族团结问题比其他地方更重要”[1] (p275-276)。
因此，要实现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推进新中国的建设进程就必须解决好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邓小平

明确将民族团结作为化解民族矛盾，建立友好民族关系、巩固国防和建设新中国的重中之重，在总领西

南局工作期间，邓小平根据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具体境况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的原则与举措。 

3.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民族团结思想的主要内容 

根据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民族的相关论述，可以将民族团结的内容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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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民族团结过程中必须注意和遵守的原则；二是加强民族团结的主要措施。 

3.1. 加强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 

第一，遵守真正的民族平等原则。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的民族等级制与种姓制是西南地区民族矛

盾的根源，西南地区的民族不平等与新中国积极推行的全面平等原则的矛盾更加剧了西南地区的民族问

题，因此，要真正有效的解决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必须要对西南地区一切民族实行真正意义的民族平

等原则。邓小平指出，要实现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对各民族和各阶层一视同仁。

1951 年初，邓小平在针对分田地时就强调要对汉人和少数民族一视同仁，汉人和少数民族要一起分田地，

不能优待汉族；二是国家和政府应给予少数民族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帮助。新中国初期，由于历史地理

位置的影响，西南地区相比较于我国其他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对此，邓小平强调，政府应当

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一定的帮助和照顾，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

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政策方面要更加照顾少数民族，如考虑少

数民族同胞要求的“减租退押和分配土地的要求”[2] (p205)。税收政策也应更加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

济状况，可以适当少征收一些；在政治方面，邓小平指出，可以帮助少数民族“更认真地建立民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和民族联合形式的人民政府”[2] (p207)，尽快实现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事物。为了帮助

少数民族地区建设，邓小平做出了让少数民族部分同胞组成参观团去经济发达地区参观学习的重要决定，

1950 年许多外出参观团的代表称赞汉族人民“像老朋友那样热情”[3]。 
第二，做好长期工作的思想与物质准备。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且民族问题复杂，要化解

民族矛盾和实现民族团结就要做好长期工作的准备。邓小平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实现民族团结的长期性问

题：一是就少数民族方面而言，汉族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压迫过去是长期存在的，要在一时化解汉族与少

数民族之间矛盾是不可能的；同时，少数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是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逐步积淀下来的，

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也不具备可能性，因此，“消除民族间隔阂……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是一年半载

就能办到的。”[2] (p162)但当时很多进入西南地区工作的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犯了冒进和激进

等问题，伤害了民族感情，妨碍了民族团结的实现。如，云南禄劝县在解放后成立了“改良风俗委员会”，

迫不及待的想要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却不知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消除民族隔阂，反而加重民族间的

矛盾，影响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信任，严重的阻碍了国家的建设进程；二是就汉族方面而言。邓小平指

出，汉族要克服大民族主义也是一项长期过程，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实现，“要化解隔阂，化解隔阂带

来的纠纷，必须经过一番长期认真艰苦的工作，汉族干部和群众都要经历一个克服大民族主义的思想斗

争过程。”[4] (p50)因此，要克服民族矛盾和消除民族隔阂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此，邓小平十分

强调“稳中求进”的重要性。一方面，态度要稳重，要“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4] (p196)。另一

方面，干部和工作人员工作要稳重，不可操之过急，在改革中一定要慢，要摸准情况后一步一步进行改

革。 
第三，坚持各项事务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工作原则。民族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且涉及到少数民族方方

面面的工作，为了保障民族工作的正常有效的开展和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主体地位，邓小平强调，做任

何决定都要同少数民族同胞商量，必须在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方可实行，而在与少数民族同胞商量的过程

中，“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5] (p168)要根据上层分子的态度决定事物的可发生性。为了团结上层分子，

邓小平提议把他们吸纳进各个政府机构中工作，但同时也要保持他们在少数民族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他

们在党和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桥梁作用。做民族工作要同少数民族同胞商量还要求工作人员与干

部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即在商量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地方要向少数民族同胞请教，没有学会的要请

少数民族同胞多讲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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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民族团结的主要措施 

在主政西南地区近三年时间内，面对民族问题，邓小平一直强调要贯彻“稳中求进”的处理方法，

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卫生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的有效措施。 

3.2.1. 在政治方面加强民族团结的措施 
第一，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邓小平认为，“大汉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其本质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对待少数民族，而是剥削少数民族，不愿少数民族进步和发展。”[6] (p121)这
种错误对待民族关系的民族主义是造成民族隔阂和破坏民族团结的主要因素。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

关键是反对大汉族主义。”[6] (p121)一方面，坚决废除不牵涉少数民族内部阶级关系却是由大汉族主义

统治而形成的不合理的制度；另一方面，要防止急躁的工作方式，在反对大汉族主义时必须坚持自由而

下的有领导的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妨碍民族团结的因素既来自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也还受到狭隘民

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狭隘民族主义是指出现在少数民族内部错误的民族主义，主要

是指经济发展较好的少数民族欺压发展较差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内部的较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则是这一

错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如当时居住于川颠交界的凉山的彝族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民族之间等级制

度森严，作为奴隶主的大部分“黑彝”和小部分富裕的“曲诺”，人口占总数的 5%左右，却占有全部奴

隶和 70%以上的耕地及大部分生产资料，而在平时的生活中，作为奴隶主的少数民族对作为奴隶的少数

民族具有绝对的拥有权和命令权，他们可以命令奴隶做任何的事情，这就导致了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

憎恶与仇视。邓小平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的民族主义，他指出必须从消除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

两方面共同努力的做工作，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 
第二，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民族联合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在于在少数民族聚集

地实行适用于少数民族本身的社会政治制度，让少数民族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实现少数民族真正

的当家做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反对大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区域自治及联合

政府。”[4] (p75) 1950 年 8 月，西南民委召开的首次全委会再次强调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对根除大汉族

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隔阂的必要性。邓小平为少数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联合政府

定了两条具体形式，一是“广泛运用民族代表会议的形式”；二是“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专署及县人民政

府两级设专署委员会及县人民政府委员会”[1] (p270-271)。邓小平特别强调，各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因此在具体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过程中必须依据当地的发展情况而

定，若该地区发展情况良好，条件具备，则可以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若该地区发展程度较低，条件

不具备，则只可先建立民族联合政府或者实行小区域自治。邓小平主政西南近三年的时间，建立了多个

民族自治区与民族联合政府，“据统计到 1952 年底，西南已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区 126 个，建立各级民族

民主联合政府 380 多个。”[4] (p84) 
第三，着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生长于西南地区，对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和风土人情甚

为了解，可在少数民族和党中央之间发挥着中重要的桥梁沟通作用，邓小平也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看做

是建设少数民族地区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突破口，他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了培养民族干部对民族地区发

展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1949 年末，毛泽东电告邓小平时指出“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

干部”[7]是不可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邓小平强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需根据西南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

而定：一是多培养少数民族的医务干部和训练专业的医务人才，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医疗卫生条

件，保障少数民族人民的身体健康，这是培养民族干部的首要任务；二是“大力培养民族干部，由民族

干部领导土改”[4] (p107)。这种由少数民族干部带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斗争与协商

相结合的改革放肆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少数民族的抵触心理，积极投身到土改中，减少因土地纠纷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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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纠纷。 

3.2.2. 在经济方面加强民族团结的措施 
一方面，采取适当的金融税收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

滞后这一事实，邓小平指出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让少数民族逐渐摆脱经济发展落后的命运，只

有这样他们才会逐渐相信共产党是真正为他们好，他们才会支持和拥护党的改革。1950 年，邓小平在回

复西康党委关于康定的金融税收政策的报告时批评了康定地区照搬汉族地区的金融税收政策这一做法，

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与汉族不同，金融税收政策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政策方针，应根据各

民族、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在征收粮食时，邓小平特意强调一定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征收，切

不可直接按照汉族标准来实行，即使少征收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保证少数民族人民的基本生活；

另一方面，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少数民族同胞生活

状况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基本立足点，只有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少数民族同胞才会从心底里支持和拥护共

产党，而要提高和改善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状况，邓小平指出改进生产工具是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

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少数民族仍沿用“刀耕火种”这一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生产力低下，因此要发展生

产就必须要改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技术，而改进生产技术的关键点在于改进生产工具，改变“刀耕火

种”的生产方式，1951 年底，政府拨款 400 万余元，用于发放无偿农具，改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 

3.2.3. 在文化卫生方面加强民族团结的措施 
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由于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的世代居住地，地形崎岖，

地势闭塞，因此少数民族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十分有限，他们很多风俗习惯与汉族不同，即使是少数民族

内部，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与不同。对此，邓小平指出了几点注意之处：一是工作干部和人员必须

具有包容和理解的态度。首先，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都是本民族长期积淀的产物，工作干

部和人员必须像对待本民族风俗习惯那样对待其他民族的习俗习惯，他们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简便方

法，认为少数民族的一切习俗都是不好和落后的，邓小平强调，对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必

须采取理解和包容的态度；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前一定要认真了解和熟悉各民族的民风习俗与

宗教信仰，要留意各民族的忌讳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同之处，尊重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只有这样才

能减少冲突。邓小平指出，由于我国解放军进入西藏后“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 (p159)。
所以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增进了双方的感情。 

第二，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不仅体现作为经济状况的改善

与提高，更为关键的是教育质量也要持续跟进，要不断培养大批的高素质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

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同时发展教育也有利于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进民族情感，

这对消除民族隔阂和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1950 年 7 月，邓小平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

欢迎大会明确指出要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缺乏这一现实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

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5]。同年 11 月 28 日，邓小平在重庆接见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的代表时

再次强调建立民族学校的紧迫性。随后，在邓小平的指导和倡议下，在成都、云南和贵州建立成功建立

了三所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建设新中国的人才。当时建设民族学院面临最困难的问题是教材和教员问

题，邓小平指出，教材可以先用少数民族语言编排，教员应从外面大量引进。 
第三，着重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新中国解放初期，由于经济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少

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状况非常差，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专门的医务人员，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

医疗事业发展明显落后于我国其他地区。再加上少数民族的地形崎岖，离医院较远，很多少数民族同胞

生病都得不到即使的救助与治疗。邓小平在进入西南地区后迅速注意到这个问题，指示进入少数民族地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0230


兰佩琳 
 

 

DOI: 10.12677/ass.2020.910230 1647 社会科学前沿 
 

区的随行医务人员要尽量随身多带一些药物，要沿途多救助少数民族同胞；同时，要充分发挥干部学院

的作用，培养少数民族专门的医务干部和医务人员。此外，邓小平告诫少数民族同胞要做好防范意识，

平时生活中要注意讲卫生。邓小平的一系列关心少数民族同胞的举措赢得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与拥护，

加强了少数民族对我党的信任，建少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 

4. 结语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的思想与举措既是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相结合

的时代产物，也是适应我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具体实践，我国的民族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内迅

速得到改善，这与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期加强民族团结的思想有着不可忽略的联系。邓小平这一系列加

强民族团结的思想不仅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对我国当今处理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在新疆考察时明确指出搞好民族团结是做好民族工作最为关键之处。要

处理好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必须继续坚守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原则，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演变可知，坚守各民族之间真正平等的原则是维系和保障良好和睦的民族关

系的前提；其二，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等，不断提高

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质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国家政府、社会以及少

数民族同胞共同的努力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但由于地理环境等

因素的影响，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发展缓慢。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8]仍
是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其三，坚持少数民族各项事务同少数民族同胞商量这一原则，要加强各民

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增强民族感情，不断巩固团结的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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