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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主改革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少数民族民众及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和平协
商方式，对西藏、新疆、四川、云南、甘肃及青海部分民族地区实施以土地改革、解放奴隶农奴和废
除劳役及高利贷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社会改造。
民主改革包括“民主协商”及“直接过渡”两部分。
　　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依据我国民族地区实际的独特创造，是马列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在中国
社会的创造性运用，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
　　民主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及民族上层人士的拥护，争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尽可能降
低以致消除部分群众、主要上层及宗教人士的反对或抵制，终结了封建社会遗留的政治制度多元的混
乱局面，少数民族跨越了历史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跨人社会主义社会，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国
家社会制度的建构；实现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差役，改变了传统的所有制形态；消除了不平等的民族
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掀开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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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分“民主改革历史资料”、“民主改革口述历史”、“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发
展”、“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四个子课题。
　　其中“民主改革历史资料”课题包括《川西北藏族羌族社会调查集》、《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
资料集》和《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大事记》，从社会调查、文献资料、基本措施及主要历程等方面
来反映四川民主改革的由来、方式、经过及其影响。
　　“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课题组成员对四川民主改革的领导者、参与者、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及普
通群众的多次采访，搜集了120余万字口述资料，在此基础上，整理及选编具有代表性的资料，形成系
列的《四川民主改革口述资料集》。
　　“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课题依据相关资料及调查数据，就民主改革对四川彝族
地区、藏族地区及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影响开展深入研究，分别撰写《民主改革与四川彝区
经济发展》等三部著作，说明民主改革的必要与必需，在于改变了民族地区旧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课题从制度层面、思想观念及文化变迁等方面认识
民主改革对四川彝族、藏族及羌族等社会变革、思想解放的重要促进及广泛影响，分别撰写《民主改
革与四川藏区的社会文化变迁》等著作，揭示民主改革实现了四川民族地区的制度统一、思想解放及
文化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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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嘉绒藏族调查资料　　第一章　一般情况　　二、地理环境　　嘉绒藏族主要分布的6个县区（
四土、绰斯甲、大金、小金、理县、汶川），全是山岳地区，为康藏高原最东部分，四川的西部。
山岭起伏很大，山势一般峻峭，河谷只有少数地区，如大金及卓克基十寨稍为开展。
这里主要以邛崃山脉为脊梁，支脉四向蜿蜒，构成这一带山地。
邛崃山由北而南，亚克夏山、鹧鸪山、虹桥山、巴朗山诸峰耸立其间，都在4200～4700米，以虹桥、
巴朗最高。
鹧鸪山较低，为历史上“番汉”交通主要隘口，现在正修筑的成阿公路就是从这一山口通过。
这一山脉的分支构成六县间的较大支脉，如汶、理之间的天成山、纳凹山，四土和大小金间的梦笔山
、二卯山，大小金间的万里城山和空卡山，小金和宝兴问的夹金山。
这些山成为各县的天然分界线。
各区乡间也为一些较小的山所分隔。
由一县到另一县须先翻一重山岭，好些山岭上终年积雪，春雪更深，行走更困难。
这些地区与西康相隔一个大的山脉，去草地则要穿过峻峭的山区。
进入草地藏族所居的地区，才是缓坡起伏的草山，如梭磨的壤口、卓克基的草地六寨、松岗四大坝以
外的壤塘等藏区，都是草山或草原，所以说嘉绒藏族全聚居在山岳地区（参见18页嘉绒藏族区地势图
）．　　这里的河流最大的是大金川和其支流小金川，大金川水量可能大于茂县段的岷江。
大金县位于该河河谷两旁山地。
小金河及其支流构成小金县，该河发源于邛崃山的虹桥、巴朗两山。
大金河上游3个源头较大，发源于上壤口的为梭磨河，发源于上阿坝和果洛克的阿柯河、麻柯河经壤
塘南边流人四土的四大坝，在松岗（称脚木脚河）与梭磨河相会。
另一支流发源果洛克（俄洛）草地，流入绰斯甲称多柯河，为绰斯甲的主要河谷，这里更[还]接受色
尔坝、中科、烧日、太阳等八九个相当大的小支流，至松岗白弯、绰斯甲交界处，两河相会。
这三条河，梭磨较小，多柯与脚木脚河是大金较大的源流。
　　邛崃山东，在理县有杂谷脑河及其上源扣生沟河和孟屯河支流；在汶川则有发源于巴朗山的纳凹
河（流经卧龙和耿达两乡），和发源于天成山的草坡河。
　　这些大小河流，较重要的地方有圆形皮船可以过渡，仅新中国成立后大金县就有过一两处木船渡
口。
小河上，用木桥或涉水而过。
大小金川有三四处建有铁索桥，均为汉人进入后所建。
嘉绒藏族似乎不像羌族修建竹索桥和溜索，但更善于建中型木桥。
又，这些河流的水利资源也很丰富，新中国成立后，杂谷脑、大小金都已经利用河水，建立了小型电
厂。
　　河谷的高低，大小金及理县、绰斯甲、四土，低处在一千二三百至2000米左右，沟内及山上则超
过2000米。
河谷大部可以种玉米，但到索磨河上游的卓克基、梭磨，地势则在2000米以上，只能种青稞。
绰斯甲下寨、中寨大河边，都可以种玉米，但当地习惯于种植青稞、小麦。
大金河谷气候最为温暖，其县城及沙耳乡数处并种植水稻。
就整个嘉绒区河谷而言，气候相当温和，和华北平原差不多。
大金河谷小台地上，有大片的青稞地、稻田、果园，河畔垂柳成荫，有江南风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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