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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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灵活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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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可能降低进
而消除部分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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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会主义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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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了差役等剥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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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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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记》，从社会调查、文献资料、基本措施及主要历程等方
面反映四川民主改革的由来、方式、经过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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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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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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正文，男，苗族，1962年生，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致力于人类学、民俗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和承担过多项国家及部省级社科项目，出版了《苗族服
饰文化》（中、韩文版）、《鸟纹羽衣——苗族服饰及制作工艺考察》、《边缘社会的文化展示》（
合著）等著作，在《民族研究》等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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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回顾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历史叙述与书写的“可表述性”——以
民主改革历史的话语特征为侈口述史：让亲历者自己说话口述历史：人类学历史研究的一个路径做“
新人”：口述史中的民主改革田野工作中的口述史困境平武县民主改革口述史引发的几点思考穿越时
空的陌生人——康定口述史调查侧记口述史、生命史、学术史民改中的跨语际实践者：对一位汉／藏
“翻译”的口述史透视口述史实践过程中技术性问题的探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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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回顾一、关于民主改革的定义和定性问题民主改革主要是针对封建制度
的改革而言，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同时也含有对前封建社会的某些遗留的改革在内。
这个词，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工矿、码头等企业反封建残余的一种斗争
。
因为我国资本主义是不很发达的，所以在资本主义企业里面也有很多封建的把头，这是封建的因素，
应改革的。
另外一个，就是对民族地区固有的封建农奴制、奴隶制度的改革，乃至于某些少数民族一些原始公社
残余的改革。
这些都需要改革，所有这些都是民主改革。
至于对广大汉族地区农村的土地改革，它虽然属于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地主经济的民主改革的范畴
，但是已经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词了。
这个词很早。
这个土地改革在大革命以后，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改革，一般说主要是针对汉族地区的改革，而且提出很早。
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之所以单独提出是由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的。
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当时主要属于封建地主制或封建农奴制。
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制的这两种制度都同时存在，但四川藏区主要是封建农奴制。
而在四川彝族地区则是处于奴隶制度的阶段。
但是少数民族当时的领袖人物，也就是封建地主或者农奴主，乃至奴隶主是主要的代表人物。
他们有两面性。
一面，他们是本民族的统治、剥削阶级，他们要统治、剥削老百姓；另外一面，他们在历史进程中，
反对大民族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们是共产党的同盟者，给过共产党以支持。
这是比较复杂的历史事实，跟汉族地区不一样。
汉族地区有些叫开明地主、开明士绅的，也有类似情况，但跟少数民族相比，少了一层民族压迫。
而少数民族地区多了一层民族压迫，这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虽然是少数民族统治阶级，但也受当时的
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剥削。
那么把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中的一支
力量，这个看法对不对?这个看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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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主改革”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境内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社会改革，是现代中国政
治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实践，无疑也是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发展产生
长久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
它促成了中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制度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既终结了封建帝国政治制度多
元的混乱局面，也结束了源自封建专制国家政权而形成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完
成了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制度的建构，并掀开了民族平等关系、民族和谐共处的新篇章。
这样一个关涉重大的历史事件理应成为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然而，由于民主改革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学界对其研究并不充分，包括其历史过程资料的收
集整理也存在诸多空白。
基于这样的状况，在“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一直把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的西南民
族大学，于2006年上半年即开始筹划着整合校内外研究力量，开展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相关
课题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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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论集》：民主改革与四川民族地区研究丛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论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