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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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国民族地区的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团结和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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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主改革与四川羌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羌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是一种由国家推动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最终瓦解了羌族地区千百年来的乡村传统并对羌族地区的
乡村社会文化进行了重构。
《民主改革与四川羌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在系统梳理四川羌族地区民主改革进程的基础上，着
重探讨了民主改革对羌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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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用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析社会结构，认为在经济领域存在着阶级、在
社会领域存在着身份地位或声望群体，在政治领域存在着政治派别（政党）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标
准。
他认为：“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权力分配的现象，就是‘阶级’、‘等级’和政党。
”　　与马克斯·韦伯强调的三位一体的社会阶层理论不同，阶级理论是马列主义分析社会最基本的
方法之一，这一理论传播到中国并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列宁在1919年6月撰写的《伟大的创举》中给阶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
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
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
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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