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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逐渐升温，研究的视角也不断被拓宽，研究内容涉及

民族政策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可以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

角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research on “Long March perio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thnic policy” 
has gradually become warming. It’s perspectives has been broaden. It covers every aspect of the ethnic policy，and has get fruitful 

results , but some deficiencies also existed. We can deepen the research from its content,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following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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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利，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与追击，中国工农红军主

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长

途跋涉和战略大转移。两年中，红军转战 14 个省，远征数

万里，经过了苗、瑶、侗、壮、土家、布依、纳西、彝、羌、

藏、回等 13 个少数民族杂居和聚居地区，遇到了许多复杂、

紧迫的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通过对各少数民族地区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具体的考察和详细的分

析，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并有效地贯彻执行，得到了各

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爱戴与支持，使得长征这一伟大的战略

转移得以顺利地实现。对此，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

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长

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不仅

有助于我们了解该问题的研究内容、特点和方式等，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其研究发展趋势，为进一步丰

富和深化该问题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2 研究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党中央确定了新时期民族工作方针

和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关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政

策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只是零星的，尚未形成较为系统和全

面的研究。直到 90 年代后，由于“藏独”“疆独”等分裂

势力的抬头，使得民族政策研究成为热点，相关的文章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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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表，关于长征时期党民族政策的相关文献也相继整理出

版，进一步丰富了长征时期党民族政策的研究内容。中国知

识网、读秀和超星等相关学术网站的搜索数据显示，从改革

开放初至今发表有关“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文

献 400 多篇 / 部，其中，90 年代以来发表的占了绝大部分。

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研

究成果，各领域都有所涉及，而且有些研究成果已达到了相

当的深度。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要内

容研究
长征时期是民族政策趋于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

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到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所制定的民族政

策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内容十分广泛。学

者们也将目光集中在了对主要内容的探讨上：

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研究。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众多学者在文章中

一致认为，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处理民族问题的关

键，如果不能够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民族问题就无法

得到圆满的解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一贯遵循马列主义

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因此，“在红军长征之初，中国

共产党就十分关心少数民族的命运，非常重视民族工作，将

各民族平等和团结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1]”长征

开始不久，“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布原则指示，要求全军在一

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民族工作。[2]”在长征过程中，

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虚假宣传，使

得原本就对汉族存在隔阂和警惕的少数民族对红军有误解

甚至敌视，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将民

族平等、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工作的着重点。[3]”并发布了一

系列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决议和布告等，在这些文献

中都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

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政策。[4]”如 1935 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

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

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5]”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自由的研究。少数民族的

风俗习惯，凝结着少数民族各自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反

映了各自的生活方式；而宗教信仰，则是少数民族一种群众

性的特殊形式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寄托。因此，尊重少数民族

的风俗习惯，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有利于消除少数民族对

红军的猜忌和敌视心理，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支持。红军长征

能够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这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严

格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则是一个极为重

要的原因。[6]”学者们指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

信仰等，具有广泛深远的群众性、民族性和传统性，同时

又具有很强的敏感性。言行不当，可能会刺激甚至伤害民族

感情、影响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落实。[7]”同时，“在少数

民族地区，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宗教信仰与民

族的传统、习惯融合在一起，成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一

部分。对待他们宗教信仰的态度往往被视为对待少数民族的 

态度。[8]”因此，在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把尊重少数民族

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作为一条纪律，在通过各少数民族地

区时反复予以强调，并颁布相关指示。1935 年 6 月 19 日，

在遵义会议期间作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

少数民族的指示》要求部队全体官兵要做到：“绝对遵从

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 

说明。[9]”1936 年，红军在对回族宣传中则更明确地宣布：

“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政策，保护清真寺，保护阿旬，担保

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10]。

坚持民族自决和区域自治政策的研究。为使各少数民族

真正的翻身解放，享有当家做主，各自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

的权利，在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

的政策。1936 年 5 月 25 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的

《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明确的提出民族自决和自治的主张，

这是“我们党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在正规的中央文件

中第一次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

应‘独立自主’地处理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

德、教育及其他一切事情的主张；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各民族

应建立本民族武装的主张。[11]”并且付诸实践，如“红军西

征时在同心和海原东部回族聚居地区创建了回族历史上第

一个县级民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及其所辖区、

乡的自治政府。[12]”1935 年 5 月 22 日，“中央红军在四川

大凉山彝族地区的冕宁县，成立了冕宁县苏维埃人民革命委

员会，这是彝、汉民族第一次合作创建的联合政权。[13]”而

实际上在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民族自决对处理民

族问题的重要性。1934 年 11 月 29 日，由红军总政治部发

布的《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瑶苗民族的口号》

中就强调：“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

民族的。[14]”

关于培养民族干部、重视统战工作的研究。少数民族干

部了解本民族情况，精通本民族语言，他们在宣传党的政策、

组织动员群众等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民族干

部又是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力量，培养少数民族干

部，对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及壮大红军力量都具有重大的意

义。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红军长征

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党和红军一方面积极吸纳少数民族青

年加入红军，同时也尽一切可能的形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培

养自己的干部。[15]”

1935 年 6 月 19 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指示中明确提出：

“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

的干部。[16]”同年 8 月，在毛儿盖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通

过的决议，再次重申：“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

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16]”除了积极

培育民族干部外，“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始终重视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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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的积极开展有力地促进了红军长征的

胜利。[17]”在长征时期，统战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团结和

争取少数民族上层进步人士，虽然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存在

阶级矛盾，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的爱

国立场，在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威信，他们是“党在革命斗争

中争取同盟力量，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战略和策略，也

是党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创立的政策。[18]”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的研究。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主张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这对加强民族

团结，改善民族关系，增进各民族的联系和交往，促进各民

族共同繁荣和发展，有积极作用。在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

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1935年6月发布的《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明确指出：“提高

康藏民众的文化，运用康藏自己的语言文字设立学校。[16]”

西北军区政治部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也提出：“要帮

助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建立本民族的学校，用本民族的语

言文字教授。[16]”中国共产党大力宣传各民族都享有教育权

利，积极建立以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并要求红军战士学会

用少数民族语言与民族地区群众做简单交流，在平时的宣传

中也使用汉文和少数民族语言两种文字，充分体现对少数民

族文化的尊重。

2.2 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区域实

践研究
红军长征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途径众多少数民族

聚居地，为确保长征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根据具体的情

况，对不同地区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也有所调整。有学者指出，

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红军战士严格按

照中央指示，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并根据当地的习俗，

红军指挥员刘伯承与彝族沽基支头人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

兄弟，“这是民族政策正确运用的光辉典范。[19]”此外，红

军长征途经四川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党中央严格实行民

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

歧视，“开创了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崭新局面。[20]”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根据长征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民

族政策，1934 年 11 月底，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向西进入

广西老山界瑶族聚居地区时，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关于瑶

民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口号》，指出民族平等原则的贯

彻与执行，应依据不同的环境和情况‘加以具体与通俗化’，

对他们传统的思想习惯甚至统治方式等‘应表示尊重’。”

随后，红军在转战湖南和贵州的苗、侗、布依族地区期间，

中国共产党又发布了《沿途注意与少数民族关系，加强纪律

检查的指示》，“要求杜绝一切不利于搞好与民族群众关系

的行为。[21]”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回族是红军长征经过

的一个重要区域之一，在红军长征之前，生活在这两地的回

族人民长期遭受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与剥削。有

学者指出，红军长征途径聚居在西南和西北区域的回族时，

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回族的社会现状，“制定了以民族平等

为原则的对回族政策，”并“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并发展回

族教育，帮助其建立自治政权，培养人才，使回族走上了民

族解放的新生之路。[22]”

2.3 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意义 
研究

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不仅要对历史

文献资料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历史

文献的解读，揭示出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或者说当代价值。学

者们一致认为，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确保了长征的

胜利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对于红军长征途中

战略计划的实现和战斗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3]”

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为此后进一步制定民族政策积累了经

验，并“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24]”有学

者强调，长征使党中央频繁与少数民族接触，“在这一接触

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己制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工作

中加以检验和修正，完善和发展了这些政策，使党的民族政

策趋于成熟。[25]”

同时，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践行与宣传，在客观上“促

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整体觉醒。[26]”也有学者认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

民族政策制定和贯彻执行，为团结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及广

大群众，确保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战略大转移以及

推动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7]”还有学者指出，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在现实仍

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党和政

府对民族政策都有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保证了少数民族

地区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但在现实中，一些有损于少数

民族群众感情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认真总结和研究长

征中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今具有中国

特色的民族理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现行民族政策，努力做

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和深远意义。[28]”

3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通过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研究成果的

简要回顾与梳理，不难看出，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学者们

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对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共识，也

涌现出了一些颇具特色的见解。然而我们在分享研究成果的

同时，也要看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3.1 研究内容重复性比率较高
从研究文献的具体内容来看，重复性比率较高，尽管有

些选题不同，研究的视角也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人云亦云

的见解比较多，而提出创新性的观点较少，研究的内容仍停

留在民族政策研究的旧有范畴和视野中。例如，关于长征时

期民族政策具体内容研究这一方面，多数的研究仍停留在民

族政策原有的字面内容上，缺乏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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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的引用较少，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挖掘和抢救新的文

献资料。而从思路与见解上来看，不少论文创新性不足，或

照搬前人的研究思路和观点，只在史料和论述上稍作调整；

或只在新的理论框架内填入旧材料，简单综合他人的观点连

缀成篇，这些在其他研究领域中常见的弊端在本问题的研究

中也同样存在。

3.2 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整理关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文献后不

难发现，多数的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法，即通过对史料的整

理和研究，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政策展开具体

的论述。虽然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但单

一的使用文献法使论文容易变成史料的简单堆砌，缺乏对解

决现实问题指导意义的延伸阐释，说服性也不强。比较研究

法是除文献法之外，学者们在研究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

政策时常用到的一个普遍方法，如运用比较研究法研究中国

共产党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使论文具有一定的

新颖性。此外，历史分析法等其他一些方法虽然也在一些文

章中被用到，但相对而言，研究方法的欠多样化仍然是本问

题研究中的一大不足。

3.3 研究视角相对较窄
研究视角决定了文献材料的选用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也

体现出论题的解读侧重点。目前，关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

民族政策研究，主要是从整体性视角来把握的。一方面，学

者们善于将长征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整体中

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其与其他历史时期民族政策的差异，

揭示其阶段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学者们习惯于将民族政策

的实施对象或者是实施区域等视为一个历史整体，研究其包

括长征时期在内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特性，以反映出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如

对藏族、彝族、回族的民族政策与措施的历史发展研究等。

从这两方面视角展开的研究成果基本都达到了其研究目的，

但也由于这种研究视角范围的限制，使得已有文献资料很难

推动现有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也很难开拓新的研究视野，

构建新的研究框架，容易导致文献解读过程中一致化程度较

高，总结、反思、批判性内容较少的现象，与相关领域的学

术前沿还存在一定差距。

4 研究展望
四十年多来，有关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

总体而言瑕不掩瑜。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

一步加强和深化。

4.1 研究内容应紧跟时代步伐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对理论进行丰富和扩充，更需要一种

现实关怀，阐扬理论的当代价值及其对现实问题的指导意

义。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研究中，紧跟时代的步伐，紧密围

绕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与部署，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我国是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稳定和融洽，关系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高度重视民族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

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反映

到具体的民族工作上，就是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升民族事务的治理能力和效果。

因此，如果仍然停留在就历史谈历史，就文献谈文献，

其现实价值就无法彰显。在“疆独”“藏独”等境内外敌对

分裂势力严重危害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背景下，民族工

作日趋复杂和艰巨，从民族事务治理的视野去回顾、总结、

探索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过程，积极阐

扬其当代价值与意义，以提升当前民族事务的治理能力，团

结各族人民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应当是学术界施力的重要方向。

4.2 研究方法应多借鉴其他学科成果
迄今为止，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多

数仍局限于历史文献学的领域之中，主要采用的也是历史文

献分析方法，整体上尚未跳出前人研究的视野和范畴。要打

破这种局面，就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如把人

类学、政治学、文化学特别是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运

用到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研究中，将定性研究与

定量研究相结合，进一步提高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

研究的科学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借鉴其他学科研究

方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甄别其研究范式是否适合此领域，

以做到多学科方法的真正融合。此外，还可以多召开学术研

讨会和进行访学等等，通过学术交流和思想的碰撞，拓宽研

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4.3 研究视角应细化和拓宽
把握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初期、中期及后期民族政策的变

化和发展历史时，应将研究的视角具体化，以拓宽研究领域。

一是从研究区域进行细化和拓宽。红军长征经过 14 个省份，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目前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

实施的区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贵州、四川、宁夏、甘肃等

地，而对湖南、江西、福建等几个省的相关研究文献则十分

缺乏。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多关注这些尚属薄弱的环节，将研

究的视角适当倾斜。二是从研究对象进行细化和拓宽。长征

时期民族政策的实施对象为各少数民族，而当前有关研究对

象主要集中为藏族、回族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上，而对其

他少数民族研究总体上较少。红军长征的胜利离不开所经过

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帮助，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团结

和争取各少数民族的支持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是对这些少数

民族在长征期间所做贡献的认可和尊重，也是对历史的正

视，这也将是今后学界努力的方向。而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

期发布的一系列公告布告等文件，如《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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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指示》《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及《关于争取少数民族

工作的指示》等，也提供了可供挖掘的丰富史料。三是目前

研究多集中于探讨红一方面军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及其

实践，而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相关论述则很

少，更是鲜有涉及这四支队伍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及其实

践的比较研究，对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民族思

想也还有待进行深入挖掘和比较研究。这些都值得和需要学

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花更多精力去丰富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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