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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及其意义

杨小柳胡敏哲

自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大量马克思主义 

民族学人类学的科学探索，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为理论基石，以农民社会和少 

数民族为主要研究议题，以实地调查为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道路# 

从学术的角度去回顾和总结，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繁荣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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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小柳，女，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胡敏哲，女，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 

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广州市，邮编510275#

在既往的学术研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与农村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及其贡献， 

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党对民族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研究，①党的具体民族政策及 

其实践研究，②党的农村调查之历史事实、调查思想、报告文本的研究等。③上述研究大多为针 

对革命的特定阶段、围绕党所关注的某个问题领域所开展的专题性研究，而从学科史的角度" 

直接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问题研究、农村问题研究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联系起 

来的研究成果则较少#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 

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革命实 

践中，曾经围绕不同阶段中国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开展过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 

究活动，这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有必要在系统史料收集和整

!本文个别观点吸纳整合了匿名评审专家和《民族研究》编辑部的意见，特致谢忱！

① 参见周昆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识.《广西民族研究.003年第3期；王继、郭林：《延 

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创新.《民族研究.009年第3期；周云水：《地方性知识与延安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中国 

延安干部学院学报.009年第4期；潘先林:《红军长征与“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理论的提出.《民族研 

究》2016年第5期#

② 参见阎丽娟：《党的民族政策与红军长征的胜利.《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郝琦、冉春孃:《延安时期党的民 

族政策及其实践》，《延安大学学报）003年第4期；王纪鹏、刑瑞娟：《浅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理论月刊》 

2011年第12期；周竞红：《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③ 参见孟庆延：《理念、策略与实践：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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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础上，深入发掘这一系列研究活动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阐明，自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开 

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实践,历经萌芽时期、探索时期、转折时期和成熟时期，形成 

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为理论基石，以农民社会和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议题，以实 

地调查为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人类学这一学术脉络在中国的开创、形成和发展。这些实践活动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和 

应用成果，为探索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核心宗 

旨的学科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萌芽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引入与传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引介与传播活动#马克思主义作为当 

时的一种观念创新，与此前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资本主义器物改良、制度改良和资产阶级革 

命相比具有更多优势。由于“一战”的爆发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十月革命的胜 

利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引领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这使其在当时众多的西方思想流派 

中脱颖而出，自五四运动后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与介绍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的学理探讨，而是为了认识社会发展 

的规律，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①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 

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受当时民族学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的影响。为了对人类社会形 

态演进序列进行科学论述，马克思对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科瓦列夫斯基(M. Kovalevsky)、摩 

尔根(L. H. Morgan)、梅恩(H. J. S. Maine)、拉伯克(J. Lubbock)、菲尔(J. B . Phear)等学者的 

著作进行了摘录和评论，特别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予以高度关注，写作了《路•亨•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民族学人类学笔记，撰写成《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指出家庭、私有制、国家并不是人类自古就有的，而是有其产 

生、发展和消亡的阶段。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民族学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的进化观  

在很多方面的论述不尽相同，但民族学人类学进化学派的研究成果，成为一种事实依据，为马 

克思、恩格斯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供了生动的具 

体事例，补充和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②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翻译与传播工作。一是翻 

译经典原著#共产党员杨贤江化名李膺扬，根据英译本并参考日译本，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译为中文，书名译为《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1929年作为社会科学名 

著译丛之一，由上海新生活书店出版。③二是开办学校，开设相关课程。20世纪20年代，中国 

共产党在上海开办上海大学，由瞿秋白、施存统等人讲授社会学、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等课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 — 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② 参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 — 45页#

③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 — 1949),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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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蔡和森讲授“私有财产和家庭制度的起源”课程。①三是发表有关著作。蔡和森撰写了《社 

会进化史）（1924年由民智书局出版），运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基本原理来 

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摩尔根的学说进行介绍，《社会进化史》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 

学的最早著作”；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撰写了《现代社会学）（1926年由上海昆仑书 

店出版），《现代社会学》中辟有两章专门讨论家族和氏族，体例和观点均依照《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③

早期的共产党人，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半封建” 

或“半封建社会”的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④列宁用“半封建”⑤“半殖民地”⑥两词来形 

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蔡和森于1922年9月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明确使用“半 

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⑦1939年12月，毛泽东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书，指出认清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 

根据。⑧早期共产党人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今天仍然值得肯定#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基于俄国经验的民族问题阐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高度关注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把民族不平等作为人类社会不平 

等的重要表现形式#二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在于阶级不平等，而 

解决民族剥削与对立的根本途径,就在于通过社会革命，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以及“民族内部 

的阶级对立”，⑨从而在理论层面，把民族不平等与阶级剥削、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十月革命前 

后，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针对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下民族压迫现象及俄国的实 

际情况，提出“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联邦制”等民族纲领和政策，以解决实践中的民族问题#

建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论述及俄国的民族纲领和政策指 

导下，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初步阐述,在中共“二大”宣言中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 

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在这一时期，党对民族问题的阐述，以纲领性论述 

为主，缺少具体的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正确把握前进方向。”*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研究，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 

改造中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这种鲜明的实践品格，与中国 

共产党人社会研究的宗旨是高度契合的”建党初期至1927年前后，可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

① 参见黄美真、张云、石源华'上海大学史E》，《复旦学报》981年第2期”

② 参见欧潮泉'解放前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③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 — 1949）,第92页”

④ 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9页”

⑤ 参见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页”

⑥ 参见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

'参见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 — 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82年版，第88页”

⑧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0页”

⑩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6 — 10/ 

21/c_1119765804_2. htm,2016 年 10 月 21 日”

14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及其意义

民族学人类学实践的萌芽时期#在此阶段中，虽然尚未看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实 

践的广泛开展，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已经掌握了民族、文明、进化、私有制等现代民 

族学人类学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以民族学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著作的经验材料为论证支撑, 

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让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认识到社会文化变 

革的必然性，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这一时期党对民族问题的纲 

领性陈述，开启了党对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探索历程，党对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认识， 

也从此走上了日渐成熟的道路#

二、探索时期:从农民社会实地调查中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找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斗争#从大革命失败到井冈山斗争的这段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族学人类学实践的 

探索时期，其实践活动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共产党人开始将农民社会作为重要研究对象 ， 

开创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农村调查，突破了当时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只研究简单的原始部落社会 

和初民社会的局限;二是在对农民社会的研究中，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 

类学田野工作方法。这些学科实践活动迈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坚实步伐， 

并且与革命实践探索相结合，使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本质所在，推动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对中国革命走上胜利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在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脉络中，中国是以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复杂的农民社会这 

一学术形象出现的#因此，无论是早期进入中国的西方学者，还是接受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学 

科训练的中国学者，都把研究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农民。事实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 

表，毛泽东很早就对农民问题予以关注，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的许多研究方法不谋而 

合，他不仅接触了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而且针对农民问题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这些前期 

积累，为探索时期大量农村调查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田野基础#

早年间，毛泽东一边阅读杨昌济的《西洋伦理学史》、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严复译的 

斯宾塞著作《社会学研究》等书籍，一边阅读“无字之书”，游学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深入 

中国农村社会开展调查研究# 1923年，中共三大上，毛泽东郑重提出了农民的问题，并负责起 

草《农民问题决议案》。1924年12月，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做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利用原有 

族校创办了 20多所农民夜校，继而推动成立20多个乡农民协会#

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形势，使中国共产党人清晰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和工人阶 

级的孤立无援，从而逐步确认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1925年秋，毛泽东及时总结 

革命的经验教训，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 

和最忠实的同盟军”的观点。①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 

于革命的态度》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 

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乡村手工业者以及游民等各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 

进行了分析，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②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

①参见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参见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19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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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 

题”。①同年，毛泽东把对湖南湘潭西乡佃农张连初的调研访谈结果写成了《中国佃农生活举 

例》，这篇对农民生活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当时中国佃农痛苦、贫困的整体生活。②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为了回应帝国主义、 

封建军阀、国民党右派以及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毛泽东在对湘潭、 

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烈赞 

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阐明了农民斗争与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指出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 

展是国民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反驳了党内外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③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土地革命”方针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的确立，以及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 

地的建立，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为了更好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与发展农村革 

命根据地，毛泽东开展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并写成了许多农村调查报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 

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等。 

这些调查，既有专题性调查，也有综合性调查；既有具体问题分析，也有典型经验总结。总体来 

说，这些农村调查主要关注的内容有如下几项：一是城乡社会的真实状态。通过分析城乡经济 

结构，观察城市贫民与农村家庭等,勾勒出中国小城市和乡村社会的生活图景#二是运用马克 

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分析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对土地斗争中农村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 

农、手工工人、商人、游民等各个阶级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农村的人口结构与土地关系# 

三是农村土地斗争的开展情况。通过分析农村土地的分配方法、分配状况以及存在的争议，总 

结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根据不同阶级确立了不同的政策#四是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 

通过实地调查，总结和推广基层政权建设的先进工作经验。

这一系列调查研究，反映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思想家、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非常重视实 

地调研。这些报告调查严谨、资料丰富、观点鲜明，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存 

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事实上，毛泽东始终非常强调调查的 

目的性，认为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④毛泽东农村调查“问题意识”的 

变化，也反映了共产党人对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由浅入深#大革命时期的调查主要关注农 

民的生存状况及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些调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揭示了中国的革 

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一事 

实；井冈山时期的农村调查则进一步聚焦到农村的土地关系、土地斗争上来，这与八七会议上 

明确的“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论断密切相关。这种鲜明的问题意识， 

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它启发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应该面对现代中国社会做田野调查，勇 

于介入社会主流问题，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随着上述一系列农村调查的开展，毛泽东也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调查方 

法# 1930年，毛泽东总结自己对调查的心得体会，写成《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

① 参见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② 参见毛泽东'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毛泽东农村调査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 — 34页#

③ 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 — 44页#

④ 参见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农村调査文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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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调查宣言# 20世纪20 — 30年代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法，诞生于 

并主要应用于结构一功能主义视野下的简单部落社会和初民社会研究#而毛泽东的这套研究 

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在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是针对 

复杂的中国农村社会而构建的，是对一般性的调查理论方法的调整和改造。比如，毛泽东多次 

运用小组座谈会这种半结构性的集体访谈方式来收集资料和研究问题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 

文中，毛泽东对小组座谈会的调查对象、调查内容、调查素材处理等问题做了详细阐述；又如， 

在方法论层面，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下马看花”，认为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做一两回深入 

的调查工作，在深切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之后调查别的地方和问题才能容易 

找到门路。①这些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工作规范的重要说明 ，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 

的大问题”。②调查研究是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的钥匙，是党制订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从这一时期开始，共产党人将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的工作方法，不断将工作实践和经验总结与马 

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重要的认识论 

基础，并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状况相结合，不断积累认识 

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中国化和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转折时期：少数民族进入共产党人的研究视野

在长征时期，少数民族开始进入共产党人的研究视野。在此之前，党在苏联模式和共产国 

际指示影响下，对民族问题进行了纲领性的论述，但党对中国的民族实际并没有深刻的了解 ， 

也没有把少数民族问题放在革命斗争的重要地位。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的直接接触，使得党 

开始切实关注民族问题。掌握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情况、化解民族隔阂、消除少数民族对党和 

红军的疑惧情绪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务之急。

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短短两年间， 

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大量涉及少数民族工作的政策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工农红军政治 

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布告》（1935年5月）、《中 

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1935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 

康藏西番民众书一一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X1935年6月）、《中共中央关 

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X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 

古人民宣言X1935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1936年5月）、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1936年5月）等等，足以反映党在这一时期对民族问 

题的高度重视。

长征时期，党和红军每到一处，都通过扎实的实地调查，了解、分析当地少数民族的基本情 

况。这些调查，采用了与人类学“整体观”类似的研究范式#与在根据地时的调研相比，“问题

① 参见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农村调査文集》，第1 — 11页，

② 习近平：《谈谈调査研究》，《学习时报》011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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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更为广泛，关注到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少 

数民族工作须知）（1935年5月）详细介绍了四川省内藏人、回人、“番人”、苗人、“保保”等少数 

民族的分布区域、生计模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阶级划分等情况；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 

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供党小组讨论用）》（1936年5月29日），集中回答了 

“那些地方有番民，他的总数有好多”“番民有几种不同的名称”“番族区域社会经济政治与汉族 

区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番人有什么特殊的风俗习惯”等问题。②

在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并实施了合理的民族政策# 一是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问题论述的基本观点，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红军每到一处，都 

向少数民族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比如，《对苗瑶民的口号）（1934年11 
月）中明确提出“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③又如，朱德在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宣告“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④此外，党的领导人还身体力 

行，主动团结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如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贺龙亲临云南中甸 

喇嘛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等，消除了少数民族民众对红军的疑惧#

二是基于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全面了解，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予以充分尊重#比 

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关于回民区域政治工作）（1935年）要求“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 

遣代表同阿匍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意义，获得回民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 

露宿”；“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⑤ 

又如《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1935年）要求全体战士“遵从少数民 

族的宗教、风俗、习惯，如回教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⑥除此 

之外，中国共产党为帮助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还制定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经济建设、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建设等民族政策#

三是在实践中逐步确认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自治的主张#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 

进入四川大凉山冕宁彝族区，帮助彝族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革命武装力量一一冕宁县革 

命委员会以及冕宁抗捐军；同年，羌族人民历史上第一个自己的政权一-一四川茂县苏维埃成 

立，随后，汶川、理县苏维埃也相继成立*936年8月，红军在甘肃、宁夏交界的豫旺、海原一带 

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县各界群众代表大会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这是 

党的民族自治纲领第一次得到实现#

长征时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民族学人类学实践的转折时期，其研究对象从汉族农民社 

会转移到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上来。红军在长征期间转战11省（区），与苗、瑶、藏、回等十多个 

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这相当于开展了一场大规模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积累 

了丰富的少数民族知识和调查资料。这一时期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民族

①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 — 280页#

②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供党小组讨论用）》，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 

问题文献汇编》，第369 — 371页#

③ 参见《对苗瑶民的口号》，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246页#

④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277页#

⑤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关于回民区域政治工作》，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44页#

⑥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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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类学实践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坚持与贯彻，使得党提出的 

“民族平等”主张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平等的形式化和抽象化，实现了各族人民在经济、政 

治、文化等各项具体权利上的平等;二是共产党人在对少数民族的调查中深刻感知了我国多民 

族的实际国情，在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中摆脱了建党初期“五族共和”以及苏联“民族自决”“联邦 

制”等观念的局限，推动了日后包括“中华民族”的理论思考和“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在内的一系 

列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诞生#

四、成熟时期: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道路的形成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建立人民政权，不断扩大执政区域的重要时期，同时也 

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科学实践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的 

特点，一是延续和发展了农民社会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二是 

在上述研究与革命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党在局部执政时期的相关土地政策、民族政 

策，这些区域性的试点和范例，为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些研究以实 

地调查为研究方法，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党自建立以来所形成 

的对中国社情民情的深刻理解，产生了大量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成果和  

应用成果,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国特色民族学人类学科学研究道路。当时的理 

论探究虽非纯粹的学术研究，但其科学方法、求实精神、探索劲头、理论水准，非常值得今天一 

并纳入学术的范畴进行总结和思考。

（一）少数民族研究与“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

陕甘宁边区复杂的民族地理环境以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开展民族分裂活动的斗争形 

势，使得党中央意识到系统研究、解决民族问题的迫切性#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的政治决议案将“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确定为民族工作的总任务。① 

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就如何认识“中华民族”给出了自己的阐述，回应了当时学界的讨论# 

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认为“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 

一个中华民族”。②对此，费孝通则回应道，“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 

的团体”，③中国国内的汉、满、蒙、回、藏、苗、瑶等具有不同祖先、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群体都应 

该被看作是“民族”。顾颉刚的观点，代表了传统历史学家对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的理 

解，以及对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认识，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和鼓动“内蒙古自治” 

的严峻形势下，对帝国主义分化瓦解中国的担忧#而费孝通的观点，则代表了当时受西方人类 

学理论影响、具有少数民族田野调查经验的青年人类学者，对群体之间体质、文化和语言差异 

性的重视与关怀。④

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

①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摘录）》，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08页#

②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

③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1日#

④ 参见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2 年第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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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除了汉人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 

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此文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中 

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同在一国的中华各族的总称。这不仅回应了学界关于“中 

华民族”的主流观点，而且有力地维护了统一国家之下“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从而为 

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提供了一体多样的历史和现实图景”。①

其次是设立研究机构，重点开展蒙古族、回族研究# 1938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 

（下称“西工委”）成立，西工委专设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下设蒙古问题研究组和回回问题研究 

组，负责调查民族历史、现状和问题。②1941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工委少数民族问题 

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研究室# 1941年9月，延安民族学院成立，在 

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研究处# 1942年1月，西北局成立第四分局少 

数民族研究室，附设在延安民族学院内。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分别开展三次针对与陕甘宁边区相邻的蒙回民族的实地调查，产 

出了一批调查报告和专著，如“伊盟及宁青蒙旗武装调查”、“蒙旗教育现状调查”、“1940年蒙 

古情况调查”、《青藏调查记》、《乌审旗调查》、《土默特旗调查》等。④特别是1940年4月、7月， 

西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为党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⑤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 

题提纲》&，介绍了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的历史来源，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体地阐明了六届六 

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党对蒙回民族的纲领、政策。除了蒙回民族外，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还涉及 

其他少数民族，如石国保的《简谈中国苗族》'，韩晋的《藏族和西藏》⑧，韩戈鲁的《唯吾尔》⑨,朱 

青的《西康宁属的夷族》⑩等。以《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 

纲》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研究成果，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后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民族问题的立场：一是少数民族在聚居的地方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利；二是少数民族必须 

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毫不动摇。对照当时学界顾颉刚、傅斯年和费孝通、吴文藻所提出的方案， 

共产党人的理论思考既没有否定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也没有忽视“民族 

身份”在民族主义时代对多民族国家的可能挑战。⑪
最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多民族国情的认识，结合长征时期积累 

的民族理论与工作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1941年颁布的《陕甘 

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

① 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016年第3期#

② 参见李维汉：《回忆延安时的民族工作——纪念贾拓夫同志》，《民族研究》981年第1期#

③ 参见宗群：《回顾与展望——从延安民族学院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④ 参见贺小娜:《刍议陕甘宁边区的民族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延安大学学报》011年第6期#

⑤ 参见《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48 — 656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657 — 667 页 #

'参见石国保《简谈中国苗族》，《解放日报》941年9月26日#

⑧ 参见韩晋《藏族和西藏》，《解放日报》941年10月18、19日#

⑨ 参见韩戈鲁：《唯吾尔》，《解放日报》941年10月17日#

⑩ 参见朱青《西康宁属的夷族》，《解放日报》941年10月2日#

⑪参见华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及其当代意义——关于长征及延安时期中国共 

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的研究》，《民族研究》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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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①是党将民族区域 

自治政策制度化、法律化的最早的正式文件。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三边分区的盐池县回六 

庄、定边县的西门外和二区杜家井、陇东分区的曲子县三岔镇、关中分区的正宁县一区等地先 

后建立了 6个回民自治区，在伊克昭盟南部的鄂托克地区建立了城川蒙民自治区等民族自治 

政权。②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新 

中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提供了试点和范例#

（二） 农民社会研究与农村政策的再思考

在延安时期，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党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基于此， 

党中央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重申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又 

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中国社会情况。由此，党内形成 

了一股比起纯粹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规模更广的调查研究之风。

一是党中央成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负责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及社会阶级关系等 

主题的调研工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已受到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的农民土地问题再度进入了研 

究视野。1943年，中央调查研究局对佳县、米脂县、绥德县等地的减租斗争进行了调查，并撰 

写出研究报告#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起草了《土地租佃条例草稿》《土地登记办法及说明》《土 

地所有权条例及说明》等与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相关的政策文件。③这些调查研究与抗日战争 

时期党对土地政策的再思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联合地主阶 

级共同抗日，在土地政策方面做出调整，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 

所受的封建剥削，同时实行交租交息，团结各方力量开展抗日斗争#

二是组成了各类调查团，开展各种特定主题的实地调查活动。其中以张闻天率领的“延安 

农村工作调查团”持续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丰富#从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调查团先 

后到陕北神府县直属乡8个自然村，米脂县杨家沟村，晋西北兴县二区14个自然村等地调查# 

调查的重点是陕北和晋西北根据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调查团采用 

深入村庄按户调查的方式，通过与农民的深入访谈，掌握了农村家庭的土地、牲畜、农作物、农 

具等生产资料的具体数据，并围绕阶级关系、土地占有与租佃、村政权工作等问题召开了多次 

座谈会，在深入分析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做出估计#随着调查工作的深 

入开展，调查团先后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④《晋西北兴县二区 

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⑤《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体现了共产 

党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考，揭示了发展生产力是中国革命的主线和目标这一重要事实#

（三） 延安地区“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与应用

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形成了约四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

①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摘录）》，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78页#

② 参见林伯渠'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新阶段（摘录）》，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37页#

③ 参见李小娜'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査研究的实践述评——基于1941 — 1945年的调査研究资料》，《传承》2013年第11期#

④ 参见张闻天'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査》，《张闻天晋陕调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第7 — 91页#

⑤ 参见张闻天'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张闻天晋陕调査文集》，第93 — 122页#

⑥ 参见张闻天'米脂县杨家沟调査》，《张闻天晋陕调査文集》，第123 — 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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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陈伯达、张如心、张仲实、杨松、艾思奇、和培元等人，长期注重地方民间文化资源的收集， 

其研究旨在将民间文化的“平民主义意识”改造为提供革命所用的新文化形式#在文化改造过 

程中，这些知识分子广泛接触了与人类学知识近似的“地方性知识”，并做了详细的调查和研 

究。延安地区的地方性文化,如秧歌、说书等各种戏剧表演形式，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宣传 

各项政策的重要工具#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使广大知识分子 

树立马克思主义观，特别是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与广大工农群众 

相结合，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教育改造。毛泽东就曾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到人民生活中去，不可眼 

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①1942年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 

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②鲜明地提出文艺是为群众服务的。这也对知识分子 

的社会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对延安时期的民族学人类学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体而言，从学术视野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前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经 

典著作，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并对中国农村与少数民族有深 

刻认识的基础上，走上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探索道路:在以理论联系实际为目标的整风 

运动背景下开展的农村调查，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中“生产”概念在文 

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明确了发展中国农民社会生产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与抗日战争时期党 

对土地政策的调整紧密相关;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平等”主张以及对中国多民族国情认 

知而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突破了苏联“联邦制”和“民族自决”政策的局限性；而知识分 

子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和改造，则进一步促进了党的土地政策和民族政策在陕甘宁边区的 

宣传。这一时期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应用成果，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 

化#在现实层面，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各种纲领、政策，尽管实行范围较小、运作 

尚不成熟，但其为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土地政策、民族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积累了经验， 

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20世纪20 — 40年代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大量西方经典理论著作被 

翻译介绍到中国，各类专门化的研究机构相继设立，许多学者在全国各地开展田野调查和研 

究，这一时期因而也被称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早期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 

和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实践活动作为这一时期科学研究的两条重要主线，呈现出并行发展、偶 

有交汇，同时又各具特点的基本状态#

从研究目的来看，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者和中国共产党人都怀抱了解中国、兴国救民的初 

衷，但在研究目的上存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取向和实践取向的明显差异。费孝通的引导型文化 

变迁，③杨成志的彝族调查渴望达成的“促进民族主义的实现，'对外求中国在国际上平等，对 

内求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融洽民族观念，打破'汉夷观念“维护边陲”等目标，④都

① 参见龚云'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红旗文稿）015年第17期#

② 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

③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④ 参见李培、黄淑娉、王建民'他无愧为中国人类学先驱》，《南方日报）01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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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者学术报国的理想。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学界围绕抗日 

救亡重点开展的边疆民族研究，更是体现了学者们对这场全民族斗争的全力投入。但是，当时 

的学界研究主要围绕一系列事关民族救亡的社会问题和关键人群开展调查分析 ，在理论层面 

思考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出路#相比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进行革命实践的政党，突出 

的“问题意识”使其自觉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去了解和分析面对的现实，其目的就是要为实现 

革命目标打下认识论基础，其研究与一系列社会变革、打破旧制度的实践紧密结合#

从研究立场来看，两者均捕捉到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根源性问题，把农民和少数民族作为 

主要研究对象，却从不同立场出发思考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当时的学者大多站在小资产阶 

级立场研究中国社会，所沿袭的英美民族学人类学学说具有改良主义的保守倾向。①这些学 

派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有所批评,但总体上仍持肯定的态度。当时所流行的社会团结 

论、社会平衡论等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自成一体而不应被加以破坏，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当时 

的学界忽视社会变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则始终站在新兴阶级立场进行研究，其所坚持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主张社会革命，彻底消灭私有制、推翻旧社会制度#

从理论路径来看,二者的差异更为明显#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其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 

结合，提出了阶级分析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法等新的分析工具，并在毛泽东、张闻 

天的农村调查，红军长征时期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调查中得到了应用和发展。与此相对，当时中 

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界普遍接受的英美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则大多强调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文 

化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就使当时的学界研究始终难以聚焦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 

存亡的关键议题上，在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工具等方面都有所欠缺#

总而言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就非常注重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为指引，以实地调查、调查研究为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中国国情、 

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积累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经验，成功解决革命斗争过程中的 

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等现实难题，创造了丰富的、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研究、农村研究成果， 

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等重大原创概念，摸索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道路。当然，中国共产党人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还成功创造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辉煌成果，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奠 

定了重要的理论、思想和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实践 

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过程，是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本土化的重要融合途 

径，在中国革命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从学术的角度去回顾和总结这一段历史，一来把中国 

共产党人早期的民族学人类学科学研究实践梳理清楚，有利于正本清源，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人类学,二来有利于汲取智慧和营养 ，立足当前的国情、民族 

区域自治、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实际，展开进一步的科研探索，为更好地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为科研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刘海涛2

①已有学者指出，早在1949年，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在于燕京大学举办的座谈会中，便对当时民族学人类 

学的这一改良主义倾向做出了检讨与反思，具体参见杨圣敏'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69年前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民族研 

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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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ouwangxiangzhu 守望相助(sharing mutual support and assistance) is a 
creative express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ethnic unity. It is also one of major 
expositions on ethnic affairs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e significant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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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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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Zhongxun who had many years of revolution and work experience in 
Northwest China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ethnic work of Northwest China. Based 
in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actual conditions of Northwest China, he developed the idea that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Northwest China was ethnic unity. He showed his great fore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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