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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大西南军政要务，就如何做好西南边疆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

结，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对今天加强新时代边疆民族团结、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仍具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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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持民族平等及平等基础

上的团结联合，习近平同志更是明确强调 “民

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回望历史，新中

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军政两年多，运用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西南边疆实际，就如何

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巩固人

民民主政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和理论

思考。本文试图以邓小平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

问题》为主要研究文本，结合邓小平在此期间

的民族工作实践，对其民族团结思想作一初步的

梳理，为推进新时代边疆民族团结、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
( 一) 战争年代: “邓政委像我们壮家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团结。作为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的邓小平，其新中国

成立初的边疆民族团结思想，缘于他在革命战争

年代民族地区的实践活动及其总结。他最初接触

中国边疆民族问题是在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建立左

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左右江地区是一个多民族

地区，壮族占 85%，汉族占 10%，其他少数民

族还有苗族、彝族等。为了发动少数民族参加革

命，邓小平深入民族地区，探索民族地区老百姓

与汉族群众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心理特征，

和民族地区的首领如韦拔群、和下层少数民族地

区的普通百姓交朋友，任用少数民族干部，针对

性地提出平等对待壮族和汉族人民的政策，其行

动和理念受到老百姓的认同: “邓政委像我们壮

家人。”〔1〕1935 年 10 月初，时任一军团政治部宣

传部长的邓小平随陕甘支队到宁夏这块以回民为

主、伊斯兰教信仰为主的民族地区。每到一地，

他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广泛开展革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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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1936 年，邓小平带领军队向七营川、清水

线进军。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出 《关于回

民工 作 中 的 指 示》和 以 毛 泽 东 主 席 名 义 发 表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两个

重要文件，使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方向，

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一方面，加强政治宣

讲，对所属部队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和回民解放道路的主张，促进回汉民族的

联合与团结; 另一方面，向回族群众揭示其政治

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的原因，团结回族群众反对

国民党军阀政治压迫和苛捐杂税，同时，用红军

的一系列实际行动感化回族群众。因为七营镇是

回民聚居区，尊重回民宗教信仰，唤醒民族解放

意识，成为邓小平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邓小平

特意向部队发布了三大禁令: 一、严禁住清真

寺; 二、不 准 吃 猪 肉，不 准 提 “猪”字; 三、
不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的土豪。〔2〕部队掀起

了尊重回民、尊重信仰、帮助回民的热潮，回民

们亲身感受这是一支 “仁义之师”、 “回民的军

队”。红军的爱民之情，换来回民们的拥军之

意，纷纷参军支前，清水河畔变成抗日救亡运动

的堡垒。正是民族地区的工作实践，积累了邓小

平民族工作经验，为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主政西

南开展民族团结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二) 为了国家安全: “要把少数民族工作

摆在很高的位置”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公报的统计，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 的 人 口 总 数 为 126583 万 人， 其 中 汉 族

115940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91. 59%，少数民族

10643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8. 41%。虽然少数民

族人口较少，但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却占全国

总面积的 60%以上，而且主要居住在边疆各省、
各民族自治区，其中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还与边疆

紧密相邻。西南的国境线有几千公里，在这漫长

的国境线上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为此，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主政西南军政的邓小平清楚地认识

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解决得好不好，

关乎国 防 是 否 安 全，边 疆 是 否 稳 定。他 认 为

“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

在很高的位置”〔3〕。邓小平将边疆民族团结的重

要性提升到是关乎国防安全的大局角度、国家利

益的根本问题高度来认识，是符合世界民族发展

的一般规律和中国民族团结、国家发展要求的。

同时，邓小平更强调边疆民族团结关乎国家统一

大业、关乎民族感情。中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

族的国家，基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程度不及汉族地区，要真正成为亲密无间的大家

庭，只有“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消除

民族隔阂”〔4〕。1986 年邓小平回答外国记者 “台

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时指出，“这首先是

个民 族 问 题，……分 裂 状 况 是 违 背 民 族 意 志

的”〔5〕，“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

一百几十年的愿望”〔6〕。
1949 年大西南解放后，面对大陆还未完全

统一、解放战争还在向纵深推进的时局，邓小平

认为消除隔阂、加强民族团结是西南局治理边疆

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任务。“少数民族要经过一

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

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

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7〕同时，针对

西南民族分布的广泛性和民族工作的艰巨性，邓

小平将少数民族团结工作纳入西南区政治稳定和

经济恢复发展并重的地位，认为巩固政权和恢复

经济要 “把西南的情况，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

系起来讲一讲”〔8〕。即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民

族团结问题，这是做好西南工作的核心要义。
( 三) “三不”原则: 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

自身发展意愿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始终关心世界民族问

题的发展进程。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

的列宁，在处理该国民族问题中，根据本国的实

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出解决民族问

题的若干“不”与 “要”的原则，如绝不容许

对任何民族实现任何哪怕是极轻微的压迫，决不

容许对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 要求国内各

民族绝对平等，而且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

民族的权利; 要求广泛地自治并实现区域自治，

自治区域也应当根据民族特征来划分; 大民族要

以对自己的不平等帮助少数民族事实上的平等

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

论，体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博大胸怀，

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做好中国民族工作的行动指

南。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期，根据中国边疆民族

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搞好民族团结、做好民

族工作，是要具备必要的思想和心理前提的。这

个“前提”即 尊 重 和 团 结 少 数 民 族，即 改 革

“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邓小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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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搞好民族团结首先要消除大汉族主义。要实

事求是地了解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不能将内

地改革发展模式照搬于西南民族地区，要切实做

到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族传统的尊重，在平

等对待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民族传统前提

下，在时机成熟时进行社会经济改革，这是西南

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前提。
为此，邓小平提出 “不轻率、不侵犯、不

用外力”的 “三不”原则。邓小平认为，少数

民族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因此，对少数民族

地区的事务不要仅仅从管理者角度出发，不要轻

率地提建议、提要求、发布政策，要善于从少数

民族本身发展需要的角度出发，平等待人，措施

有情有义，这是 “不轻率”; 做民族地区的工

作，要切实遵守宗教民族纪律，绝对不侵犯少数

民族经济或文化利益，不侵犯少数民族习俗。不

仅不能侵犯，就是对少数民族征集公粮，也要照

顾民族地区的实际困难，只能比历史上的征集少

而不能多，这是“不侵犯”; 民族地区不同于内

地，不能如汉地一样运用外部力量去搞民族地区

的阶级斗争。“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

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9〕这是 “不用

外力”。
这个“三不”原则集中体现于 “民族区域

自治与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程度有机结合”。西南

民族地区的解放，实质是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为

群众所有、民族地区发展为群众共同享用。民族

区域自治即在党的领导下，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

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民族平

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共同纲领规定，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现在一些民族地区一听说要搞民族区域

自治，“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

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10〕，但是，不同

的民族地区发展程度不一，更有各有不同的历史

文化背景，所以，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也不能一

刀切。对此，邓小平指出应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

和经济状况，从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

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不一定一开始就搞民族区域自治。比如大小凉山

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

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

族民主联合政府，终究 “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

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11〕，我们

不能操之过急。
( 四) “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
民族工作要围绕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这个中

心。邓小平认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政治稳

定和社会发展更是维护基本政治制度和加强民族

团结的基石。对于经济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的重要关系，邓小平这样告诫: 经济决定政治，

如果市场、贸易、金融等领域出问题，民族区域

自治就是空话， “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

子”〔12〕。那么，如何在经济上帮助民族地区发展

呢? 邓小平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

树立切实服务于本地民生要求和扶持民族经济发

展的执政思维。他认为少数民族如贵州少数民族

多居住在山里，能为他们解决诸如食盐等民生问

题，就能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 如果解决西康至

今还没有解决的公路问题，让西康群众能将东西

运出去，外面的东西运进来，就能得到西康民族

地区人们的拥护。因为这些好处是原来千年所没

有的，但是，我们要做好 “吃亏”的准备，为

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

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13〕。其

次，有效调动少数民族的内在发展动力。西南的

解放，使西南民族地区有了一个从封闭落后的传

统社会走向开放进步的新社会的契机。而要真正

推进民族团结、共同繁荣，邓小平提出要以发展

民族生产生活资料为基础，通过政策措施调动少

数民族的内在动力，这是民族地区快速发展之

道。由此，他提出要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要在

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

为少数民族服务”〔14〕。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发

展西南民族经济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地区缺乏的

生活物资需要，因此，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

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关键就是首先

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

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

展”〔15〕。
( 五) 把握“同少数民族商量”的政治原则

及方法

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邓小平强调要谨慎

小心，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他认为政治改革

是需要的，不搞政治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

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

个民主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

以后才能进行。邓小平特别指出边疆民族地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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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受大汉族主义及其民族压迫，所以政治上

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所有改革措施，

“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
赞 成 大 部 分 就 做 大 部 分， 全 部 赞 成 就 全 部

做”〔16〕。尤其指出 “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

推动他们进步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

作，就要顺当得多”〔17〕。针对一些同志想在民族

地区搞阶级斗争的思想，邓小平提出要有正确的

阶级斗争立场，现在不宜发动阶级斗争，首先要

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

立场。因此，邓小平提出要寻找适合民族地区包

括民主改革在内的政治建设的方式方法，譬如

“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18〕。只要

通过民族地区代表们的讨论，就是决议有缺点和

不足，少数民族也会 拥 护 的 。如 何 扎 实 做 到

“同少数民族商量”呢? 邓小平强调搞好民族团

结、统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要坚持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的工作思路和科学的方式方法。邓小平

要求民族工作者必须事必躬亲，要善于以科学的

方法手段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他认为民族工作

要重情重义，要从尊重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

出发，将全心全意为民族地区服务的政治本色落

实到被不同少数民族认同的方式方法中去; 他强

调要老实做人，不懂就不要装懂，以诚恳的政治

态度求得民族地区人民从心底的认同和情感交

融，这样才好同少数民族商量。他强调指出我们

的工作方法就是 “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

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

事求是，老老实实……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

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

谅。这就叫老老实实”〔19〕。

针对边疆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民族隔阂和文

化贫瘠及其文盲现象，邓小平提出要动员有文化

有知识的人去办学校，加快培养各种人才适应经

济政治建设需要。循序渐进地开展文化教育，邓

小平根据当时的状况，提出文化教育发展思路和

步骤: “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

用很大。”〔20〕其二，办训练班搞好民族政策宣讲:

“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

策。”其三， “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

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培养西南少数民族干部，

适应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这是解决民族地区人

才匮乏问题的重要手段。
西南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民族关系最

复杂的地区，邓小平在主政大西南近 3 年的工作

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于实际，深入民

族地区调查研究，开展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提

出民族工作的原则方针方法，形成以 “平等、
尊重、发展、共建”为特 色 的 民 族 团 结 思 想。
在他以后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更强调民

族地区的 “政策是要着眼于把这些地方发展起

来”〔21〕。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民族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进

步。今天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

期，但是民族地区的发展仍相对落后，当前影响

我国民族关系尤其是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因

素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困境。在民族团结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迈向两个一百年的宏伟

目标的关键时刻，重温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民族

团结思想及其原则方法，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

新时代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等问题仍具有现实的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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