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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县民族杂居区土地改革研究

马玉华

（云南大学 历史系，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既是民族杂居区，又是历史上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地区。１９５２年５月

至１０月，威宁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为使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威宁县委结合本县实际，提出了土改运

动中特殊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出现了一些违反政府政策的问题，如“威宁七区事

件”即为贵州省土改运动中违反民族政策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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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威宁县）
地处贵州西北部，面积 ６２９５ｍ２，是贵州省面积最
大、海拔最高的一个县。其东北与贵州的赫章县接

壤，东南与六盘水市毗邻，南邻云南省的宣威县，西

与云南会泽隔牛栏江相望，北与云南彝良县相连，西

北紧邻云南的昭通市。

威宁是一个民族杂居区，这里居住着汉、彝、回、

苗、布依、白、水、侗、壮、土家、满、蒙古、仡佬、黎、瑶、

藏、朝鲜、畲族等１８个民族。２００８年，全县总人口
１２６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２５１％，其中
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有彝族 １０８８万人，回族
９７９万人，苗族 ６７８万人。①１９５０年，威宁建立了

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１日，成立了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区；１９５５年６月２１日，改为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这是贵州省唯一以彝、

回、苗三个民族为主体的自治县。

一

土地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是中国

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动群众、开展革命

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新解放区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对于巩固新政权具有重要的

意义。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公布实



行。１９５０年冬到１９５３年春，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
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

民主改革采取的是“谨慎稳进”的方针①，并不打算

尽快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１９５０年，随着
西南地区剿匪的顺利进行、中央西南少数民族访问

团的到来和汉族地区群众反封建运动的开展，少数

民族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年七八月间，贵

州境内的少数民族由于受此影响，产生了要求改革

的情绪，尤其是居住在高寒山区的苗族群众非常积

极，他们强烈要求进行土改，“而且比汉人还迫切”，

“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

的地，而且是山坡地”。［１］

威宁的少数民族群众要求土改，这与威宁的自

然条件、经济水平、阶级状况和广大群众缺乏土地等

因素有关。

威宁地势高寒，海拔在２３００～３２００ｍ，有“贵
州屋脊”之称。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全县面积 ６３１７
ｋｍ２，耕地面积１１７８４１５亩（７８５６１ｈｍ２），占全县土
地面积的 ６５％。耕地中计有水田 ２３６３３亩
（１５７５５ｈｍ２），水田仅占耕地面积的 ２％；旱田
２８６８９亩（１９１２６ｈｍ２），占耕地面积的２４％；其他
土地 １２６０９３亩（７５０７２８６ｈｍ２），占耕地面积的
９５６％。全县农业人口 ３４７１０９人，平均每人耕地
面积３４亩（０２３ｈｍ２）②。

由于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威宁农作物生产受到

限制，以种植包谷（玉米）、洋芋（马铃薯）、荞麦为

主，这些就是当地群众的主食。威宁农业耕作技术

落后，肥料缺乏，一般是广种薄收，普通的为一年一

作进行轮栽，较贫瘠之地，多行休耕，三年种两季或

者三四年种一季。丰收之年亦不足供给本地口粮，

如果遇到灾年，粮食更加缺乏。１９５１年，威宁评产

的结果为常年农产量 ８７８９３５２３斤（４３９４６７６１５

ｋｇ）（包括所有农业和副业产物，均以稻谷折合），平

均每人可得２５１斤（１２５５ｋｇ）。１９５１年，实际产量

是８２１１４９０１斤（４１０５７４５０５ｋｇ），平均每亩产６９．

６斤（３４８ｋｇ），③其单位产量非常低。尤其是居住

在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终年劳动却不得一饱，所以

他们多随垦随荒，居民四散居住。

新中国成立前，黔西北的彝族、回族、苗族聚居

区群众处于农奴制和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双重压迫

下，土地基本为土目和新兴地主所霸占，威宁县的土

地则基本上是彝族土目所有。土目除了占有大量的

土地和生产资料外，还拥有许多丫头、娃子④等私有

财产，而且可随心所欲地将其赠送、陪嫁和买卖。土

目家中还有私人武装［２］９２０，他们与地方旧政府一起对

各族群众进行统治。因此，威宁少数民族群众称彝族

土目为“官家”，是衙门，彝族土目家中有监狱，设有刑

具，如彝族土目禄贞祥家的手链脚铐重一百多斤。⑤

１９５２年，威宁县的全部人口有 ３５万多人，其

中，彝族 ３７８９７人，占总人口的 １０８２％；回族

２３９０４人，占总人口的６８％；苗族２２７６１人，占总

人口的６４７％。⑥ 土改前的调查统计显示，威宁占

农村总人口６１６％的土目、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县

总耕地面积的５０９％，而占农村总人口近９４％的各

族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３］威宁是少

数民族杂居区，但全县少数民族的分布不均，有的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如中水乡６０％是回族，五区、六

区也有不少村寨是回族聚居。而在少数民族较多的

乡，少数民族地主所占比例较大，如八区４个乡的初

步统计中２３４户地主中，汉族地主只有２５户；又如，

六区２个乡共有地主８８户，其中彝族地主４７户，回

族２８户，汉族１３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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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局批转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对今后民族工作的意见（草稿）》，１９５３年４月７日，毕节
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威宁轮廓介绍及开发的意见》１９５３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７－１－８５。
《威宁轮廓介绍及开发的意见》，１９５３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７－１－８５。
“丫头”和“娃子”，即奴隶，在威宁被称为“私房”。

威宁县委：《关于反映威宁民族情况的调查报告》，１９５１年６月，贵州省档案馆藏：４７－１－３４
毕节地委会：《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检查报告》，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７－１－５５。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威宁目前反封建斗争的几个问题复陈健吾同志的信》，１９５２年７月１９日，载中共威宁彝族回

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

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１９９６年，第１６５页。



当时，全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２６１３％，
少数民族的地主和土目共有１０２４户，占了全县地
主土目总数２００１户的５１２％。其中，彝族地主、土
目８６８户，总人数４０６１人；回族地主９３户，总人数
为５６９人；布依族和其他的地主５１户，有１７９人。①

威宁的苗族没有地主和富农，中农也只有 ５７３户，
３１８０人，其余的苗族３７５３户，１８８６２人（指农业人
口）全部是贫农和雇农②，可见，苗族是威宁较贫穷

的民族，正所谓“老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③。苗族

租种彝族或汉族的土地，而且种的大多为山坡地，他

们知道党和政府有土改的政策后，要求分配土地是

合理的。另外，苗族群众住在高山上，他们还有一种

担心，就是害怕土改搞晚了，分配不到好地。

１９５０年，面对苗、彝民族要求改革的问题，中共
中央西南局保持了清醒的态度，认为：“在少数民族

地区，当前的工作仍然是应当集中力量调整民族关

系，使他们了解并相信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首先消除

历史上对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疑惧与对立，求得团

结互助、友爱合作，而不急于进行社会改革发动阶级

斗争。”当然，不容忽视少数民族的改革要求，在真

正条件成熟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稳步地开始

进行社会改革，“但在进行这种改革时，不应把汉人

区的一套搬去”，在“一般的边沿区和条件不成熟的

地区，必须严格制止这种活动”④。威宁是贵州的边

沿区，自然条件艰苦，因此，威宁的土改运动到１９５２
年才进行。

１９５２年７月，贵州省委制定了《对目前少数民
族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要求少数民族地区认真

贯彻中央的民族政策，注意民族特点，尊重各民族的

风俗习惯，严禁强迫少数民族说汉话；大力培养少数

民族干部，并由各族干部来领导进行土改。在土改

的方式上，省委提出：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

合、协商和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为了减少土改的阻

力，应联合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并

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根据少数民族的情况，少数

民族地区的土改在方针和政策上必须严加控制，打

击面要窄，不进行反恶霸的斗争。在阶级划分、没收

和分配等方面必须认真由少数民族自觉自愿进行，

不得有任何强迫命令。［２］９２０－９２１上述政策对于威宁

的土改运动起到了指导作用。

二

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根据威宁的地理、

社会、经济和人文等情况，将威宁县的土改安排在省

内的第四期（即最后一批）进行。１９５２年 ５至 １０

月，威宁开展了土地改革，全县的土改运动大体分为

三个阶段：

（一）１９５２年５至６月为土改的准备阶段

此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调集干部，组织领导机

关；制定威宁土改的具体政策；宣传土改的有关

政策。

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４日，中共威宁县委发出了《关于

土地改革前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抓好春耕生

产和防灾的基础上，做好土改的准备，如物色和培养

农民积极分子⑤并上报县委，认真学习中央和贵州

省委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文件等。⑥ ５月１９日，县

委召开了全县少数民族代表会议，通过了在全县进

行民主改革的决定。

１９５２年６月上旬，各区乡将所选农民积极分子

的名单上报县里，县委又从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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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宁县地主情况统计表》，１９５２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７－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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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对今后民族工作的意见（草案）》，１９５３年３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西南局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指示》，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

１９９６年，第１５６－１５８页。
要求每乡找五六个出身好、个人历史清白、年龄在２０岁以上４０岁以下，反封建斗争的积极分子参加土改工作。

见《中共威宁县委关于土地改革前准备工作的指示》，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４日。
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

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１９９６年，第７８页。



出大批人员组成４００多人的土改工作队。毕节地委
将原在水城、纳雍、赫章三县从事第三期土改的上千

名工作队员，选留６００名前往威宁帮助开展工作。
毕节地委还派出中共毕节地委委员、宣传部长陈健

吾①、蒋海燕②等人到威宁领导土改。６月，威宁组成
了１２５０人的土改工作队。为了加强对土改运动的
领导，各区委的委员会改称为“工作委员会”（简称

“工委”），工委书记由毕节地委赴威宁的土改干部

和县、区部分人员担任。工委下辖土改工作大组，基

本以原建制的乡为单位。大组下分小组，小组以村

为单位。另外，工作队还制定了相应的工作制度和

组织纪律。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０日至１６日，威宁县委召开了土
改工作的专门会议。会上，陈健吾根据老区和新区

的土改经验，结合威宁的实际，做了《关于威宁县土

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威宁土改运

动中的特殊民族政策：

１土改中一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和历史传统”，尤其是尊重少数民族的祠堂、名山、

教堂、清真寺等；另一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

字，如苗族群众在开会前用苗语谈话，在斗争地主诉

苦时用苗话，土改工作队员对此不能讨厌和怀疑；苗

族对斗争的果实用苗文记账也要尊重。

２“对少数民族地主的斗争，决定于其本民族
群众的自愿”。如果本民族群众不同意，可以不斗

争。在斗争其他民族（原资料为“非其本民族”）的

地主时，他们可以参加，并应该分给他们应得的果

实。在斗争本民族地主时，应以其本民族群众为主，

其他民族的群众也可以参加，如果由本民族的干部

来掌握更好。对少数民族的地主、富农，主要是减租

退押，反匪首，退匪赃。帮工帮粮是否退回，则由本

民族群众自愿决定，其他细账就不算了。“对少数

民族的地主不反霸，不反违法”，但犯了法，仍应按

照法律办理。

３“少数民族是否可以下山分田，这决定于他

本人的自愿”，愿意下山也可以，“但不采取动员或

强迫命令的方式”。

４少数民族中凡过去与政府有过联系的上层

人物，基本上采取保护政策，“保护他们过土改关”，

但罪恶特别大的则例外。

５充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才能把少数民族的

工作做好。在各种组织和会议里，“都要以民族人

口比例吸收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如果人口少比

例达不到，也要有一个人参加。

宗教政策方面，陈健吾指出：宗教是个人信仰问

题，在《共同纲领》上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信教是

可以的，是合法的。“在土改中，我们基本上采取不

干涉的态度；反之，宗教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土地改

革，它对政府、对农协都不能干涉。”③信教的农民可

以参加农民协会，如果分地主果实时，他们说是上帝

给的，工作队员不能讽刺。如果信教的个别人违反

了法律，破坏土改，从事反革命活动，则要依法办理。

上述报告是在总结贵州前三期土改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威宁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而制定的土改具体

政策。

为了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工作，需要大力

宣传土改政策。１９５２年７月１８日，威宁召开第五

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彝、回、苗、布

依等族代表有６７人，少数民族代表占了代表总数的

２９％。接着又召开了第二届少数民族代表会议。两

次会议的主题都是研究讨论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问

题，以及如何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特别是第二

届少数民族代表会议上，陈健吾又做了《关于威宁

县土地改革中少数民族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就土改中少数民族的特殊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１“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及带民族性质的

公共财产，都要保留，不能征收和分配”。例如，少

数民族的“仙山”、“神林”、坟场、坟地、祭祀用地等，

以及苗族的跳花场，回族的清真寺及附带的财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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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健吾，毕节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地委土改工作队驻威宁县队长。

蒋海燕，毕节地委派到威宁参加土改运动的人员，１９５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其担任中共威宁县委书记，１９５２
年７月至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兼任威宁县长。

陈健吾：《关于威宁县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１９５２年６月，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

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０－２２２页。



以保留。

２废除彝族的“私房”制度，今后不允许这个制
度存在。“私房”以雇工对待，以后不要再用“丫头”

“娃子”等称呼；“今后在农村里各种会议及组织中，

要尽量吸收当地当过私房的人参加”。在反封建的

土改中，“要对当过私房的人很好的照顾，给他们妥

当的安家”。有些“私房”的子女被地主卖掉的，可

以无条件地领回家。

３土改中，不清算少数民族地主的霸占行为。
新中国成立前违反法令的，不加处罚。但少数民族

地主当土匪抢的东西，要追赔，要依法令他们减租退

押和退帮工、帮粮。“如果新中国成立后或目前，有

违法破坏等行为，仍要依法办罪。”

４在民族杂居村，“农会和村政府的干部，应由
各族的干部联合组成”。主要的村干部，如村长和

农会主席，应该由各民族中觉悟高、办事公道、能力

强、立场坚定的人来担任。要求村里各民族干部要

团结一致，“分果实不能分民族，应该依各账各清和

生活情况来分配”。①

这些政策在各族各界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中的

宣传，为土改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１９５２年６至８月是土改的实施阶段

在此阶段中，威宁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广

泛的政策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以及减租

退押和清退帮工帮粮的活动。

１９５２年 ６月 １８日，县土改工作队前往各区
（乡）开展土改工作。工作队下乡后通过多种方式，

如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或农民大会、走村串寨和访贫

问苦等，向各民族各界群众宣传党的土地改革的方

针政策，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威宁

有关土改的具体政策。还有针对性地对各民族上层

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开展思想工作，动员他们与党

和人民密切合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土改工作。当时，

各区列表上报的民族上层人物和知名人士有数十

名，其中以石门中学校长朱焕章（苗族）、勺乐多小

学名誉校长陆永昌（彝族，革命烈士陆宗棠之父）等

为代表，这些人不仅在本民族中有较高的威望，而且

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较大。经过工作队的教育和争

取，一些民族上层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积极地支持

土改工作。

在宣传政策的同时，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和清退帮工、帮粮的活动，为划分阶级和分配土地扫

清了障碍。１９５２年 １０月，全县依法逮捕匪首 ２７６
名，惯匪１３５人，枪毙罪大恶极的匪霸１６５人，关押
各种反革命分子３５７７名（其中地主２７１人），交群
众管制２３２人，释放６６人；缴获步枪和手枪１８０支，
各种子弹２４２６９发，手榴弹２６４枚，以及各种炮弹
１１６个，火枪１０９２支，其他刀标７５０把；摧毁反动会
道门组织１５１个（成员２６５２人），反动党团组织７７
个（成员３３９人）。通过斗争和清算，经济上取得了
很大的收获，地主交出来分给农民的胜利果实，折合

２８６２亿元（２８６２９０４６００元旧币，下同），其中黄金
５５５９１两，白银 ５３９４６６两，大洋 ４９１４元，小洋
１０１４６６元，人民币（现款）６４３３７７８００元，其他的衣
物 折 合 人 民 币 １８４５１３６０００元，另 有 烟 土
８４５２两。②

另外，对农村基层组织进行了整顿，发展了农民

协会。到１９５２年９月，全县农协会员１７３０９５人，民
兵自卫队员有 ２０７５１人，在农村建立了青年团组
织，发展团员１５９２人。③ 这样，就壮大了队伍，为土
改的顺利完成奠定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三）１９５２年９至１０月为土改的高潮阶段

此阶段主要是划分阶级，查田评产，分配土地。

１９５２年９月开始，进行了阶级的划分。按照政
务院１９５０年８月４日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威宁制定了划分阶级

的主要依据和界限，即地主、小土地出租、破产地主、

二地主、地主兼工商业、工商业兼地主、半地主式富

农、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雇农、贫民、游民、宗

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和小贩、开明士绅、恶霸

等１９类。划阶级成分时，先由户主本人自报，群众
评议，再由农民协会审定上报，经区乡农民协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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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吾：《关于威宁县土地改革中少数民族方面的几个问题》，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３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７－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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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定成分。至９月下旬，经过“三上三下”，“三榜定
案”和政府批准，威宁划定了阶级成分。① 全县当时

计有７４７３２户，３５０１６４人，少数民族有１９６７６户，
９１６１２人，被划为地主的有２２７７户，１１３８５人，其中
少数民族地主１０２４户，５１２０人，地主主要是在彝
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苗族没有地主、富农和

小土地出租者。②

在没收、征收和合理分配以前，须全面掌握各户

的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因此土改工作队和农民协

会以村为单位进行查田评产。各村由农民群众民主

选举组成村级查田评产委员会，并由其具体负责评

产、查田和登记工作。查田评产采取“自报公议，三

榜定案”的办法，遇到特殊情况则进行实地察看后

评议。查田评产时由农民自报自有的土地面积、坐

落地点、常年产量；出租土地由土地主人和佃户共

报，当场评议和另组织人评议，发现有瞒报产量的，

动员补报，否则由评委会组织现场勘察。威宁位于

云南、贵州的交界处，许多地主的土地不仅分布在威

宁县境内，而且还有不少是跨省的交叉田地。对于

交叉性的田地，一般由原耕即佃户村没收或者征收

分配；对于出租的土地，由其主人和佃户共同报出；

对于瞒报的地块和少报的面积，经过动员或斗争促

使其报实，若不补上，即由查田评产委员会亲临实地

查看后纠正偏差。

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是土改的重要环节。土

改中对地主的土地、农具、耕畜，以及多余的房屋、粮

食进行没收。对于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小土地出

租者超过当地中农平均拥有数两倍以上的土地，工

商业者经营的工商业收入足以维持生活后尚余的田

地，带有封建性的学田、公地、庙产等，均属于征收分

配范围。分配土地的对象，主要是贫农和雇农。此

外，土地不够维持生活的中农、生活困难的小商贩和

小手工业者，也可以分得适当的土地和财产。

全 县 共 没 收 地 主 的 土 地 ５３１８１４８３斤
（２６５９０７４１５ｋｇ）（当时是以常年产量计算），牛

４１０８头，马骡 １６３９匹，多余瓦房 ５０１２间，草房

２７４８间，碉堡 ６３７座，农具 ４４９９件，多余粮食

８７６４８３斤（４３８２４１５ｋｇ）③。没收的土地、房屋和

财产全部分给了农民。土改中还解放了 ７１８户，

３６００多名土目原有的“丫头”“娃子”。

土改运动进一步扩大了农村的农会组织，发展

了人民武装力量，建立了村一级的人民民主政权。

威宁土改的完成，打破了原教会组织和保甲制度相

结合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建立了村级的基层人民

政权，这对巩固新政权、凝聚人心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通过土改，威宁县近９４％的无地少地的农民分

得了土地及大批的生产生活资料，贫雇农的土地占

有量大幅度提高。以第八区为例，各阶级、阶层土改

前后的土地占有情况如下：

地主：土改前 ２８２０斤（１４１０ｋｇ），土改后 ２６５

斤（１３２５ｋｇ）；半地主式富农：土改前１１５０斤（５７５

ｋｇ），土改后４０１斤（２００５ｋｇ）；富农：土改前８７２斤

（４３６ｋｇ），土改后４３２斤（２１６ｋｇ）；佃富农：土改前

１４７斤（７３５ｋｇ），土改后３０８斤（１５４ｋｇ）；小土地出

租：土改前１４８３斤（７４１５ｋｇ），土改后６５２斤（３２６

ｋｇ）；富裕中农：土改前 ５２１斤（２６０５ｋｇ），土改后

５１６斤（２５８ｋｇ）；中农：土改前６２斤（３１ｋｇ），土改后

２５６斤（１２８ｋｇ）；贫农：土改前１３斤（６５ｋｇ），土改

后２５４斤（１２７ｋｇ）；雇农：土改前１斤（０５ｋｇ），土改

后３０２斤（１５１ｋｇ）。④ 土改运动解放了生产力，一定

程度上改善了各族农民的生活。

土改运动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提高了少数

民族群众的觉悟，使威宁的民族关系得到了一定

改善，如威宁二区元龙村（汉族村子）把斗争的果

实———粮食１０石，人民币２００万元，以及其他的物

资送给七区中水乡七村的回族群众；分配土地时，

外村农民搬到中水乡七村来，七村的回族群众表

示欢迎，还将上等的好地分给外来的汉族和布依

８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①

②
③
④

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

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１９９６年，第９０－９３页。
威宁县委会：《威宁县土改工作总结》，１９５２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２－３２。
威宁县委会：《威宁县土改工作总结》，１９５２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２－３２。
参见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

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１９９６年，第９７页。



族群众。又如，一区郑家村帮助彝族的“私房”安

家，并举行安家仪式，本村其他民族的群众也前往

祝贺。①

土改运动对威宁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在威宁各民族中，彝族人口最多，地主和

富农绝大多数是彝族，尤其是黑彝较多。彝族中的

土目、地主、富农约占全县彝族人口的３０％，并且都
是黑彝，白彝和红彝则多是农民和农奴。土改运动

使多数彝族农民和农奴获得了解放，分得了土地。

威宁县回族人口居第二位，回族中只有很少的小地

主，②土地改革使广大的回族群众获得了土地和生

产资料，他们受益较多，对此哈喇乡的回族群众说：

“可见青天了。”③威宁苗族没有地主和富农，历史上

其受压迫、剥削最深。土改中，苗族获得了土地，实

现了苗族群众祖祖辈辈的梦想，他们的高兴之情难

以言表，他们对于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土改

后苗族同胞说：“过去老鸦无树桩，苗子无地方；现

在人民政府是干人（笔者注：穷人）的爹娘。”④石门

坎附近的苗族群众说：“毛主席好，领导我们分了土

地。”⑤土改运动使苗族由半农耕半狩猎的生活方式

逐渐转向农耕和定居，逐渐改变了他们原来的山地

游耕文化，使苗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值

得注意的是，因为威宁苗族群众大部分信仰基督教，

他们对于土地改革，一方面是欢欣鼓舞；但另一方

面，苗族教徒又认为：“不分地主和农民，教徒都是

一家人”⑥，这些人觉得都是信教的（彝族也有信仰

基督教的），他们不愿意斗争彝族地主土目，因此对

土改运动表现不积极。

三

威宁在土改前虽然已制定了有关的民族政策和

宗教政策，但由于地方基层干部对国家的民族政策

学习研究不够，干部中存在着“民族问题即是阶级

问题”的思想，忽视了各民族的特点和威宁当时的

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统

治的影响存在于各民族人民内心的隔阂，过高地估

计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没有认真贯彻和执行中

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些

违反政策的问题。

土地关系方面，有的村把不应征收的土地征收

了，典当关系的处理还有不妥当之处。例如，把中农

划为富农，征收了中农的土地。威宁的土改政策明

确规定：少数民族的“仙山”、“神林”、坟地、祭祀用

地，以及苗族的跳花场，回族的清真寺及附带的财产

等，不征收和不分配，但在运动中错误地征收了少数

民族的“祭祀田”“神山”“姑娘田”“打牛场”“马郎

坡”以及清真寺的土地等。⑦

存在错划阶级成分的问题。即把中农划为地主

和富农，没收了中农的财产，尤其是对彝族的斗争比

较严重。如威宁九区大观二村有４６户彝族中农，被
错划成地主的有２户、富农有１９户，他们中少数被
斗争，全部被清算。这２１户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
中农，被迫交出价值人民币 １４２４万元的东西和
１４２４元的小洋。另外，村中其他的汉族和苗族中
农，没有１户被清算和斗争的。⑧

出现违反民族政策的问题。首先，对不同的民

族进行清算斗争和分配果实时出现不公，威宁则表

现在政策向汉族和苗族的倾斜，对彝族比较苛刻，彝

族地主少数被斗争，全部被清算，这就使民族关系划

上新的裂痕，引起彝族群众的不满。⑨ 关于胜利果

实的分配问题，在民族杂居的村寨，往往是哪一个民

族的干部占多数，哪一个民族的群众即分得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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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少数民族干部少的即分得少。① 有的干部还利

用不同民族互相斗争、互相评产量，如甲族斗争乙

族，乙族斗争甲族。更严重的是，不分土地给少数民

族，或把坏田地分给少数民族。②

其次，土改中部分地方没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

俗习惯。例如，威宁七区的汉族干部不尊重回族的

生活习惯，强迫回族养猪③，叫回族村干部给他猪油

煎粑粑吃；有的工作队员不喜欢苗族说苗话，怀疑苗

族群众在捣鬼，说苗族妇女穿裙子是浪费，甚至要石

门坎苗族妇女剪头发，说“不剪头发不准赶场，不准

开会”；还有烧毁少数民族的神牌、祠堂等行为。这

样，容易形成新的矛盾和隔阂，既不利于民族关系的

改善和民族团结的实现，而且使少数民族对党和政

府的政策产生怀疑和恐惧。

再次，汉族干部看不起少数民族干部，认为少数

民族干部提拔快、不称职，甚至说苗族干部“苗气不

通”“脑筋不转”等④，影响了干部内部的团结。

存在违反宗教政策的问题。例如，威宁土改中

没有很好的执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个别干部

在石门坎限制教徒做礼拜⑤，第二、三、八、十三区都

焚烧和撕毁过《圣经》和“赞美诗”，引起教徒不满。

把不该退押的土地退押，如威宁八区土改工作队，组

织群众向教会退押，分配了教会的土地山林，占用教

会房屋。⑥ 土改干部对石门坎基督教会不尊重，把

循道公会办的孤儿院解散了⑦，八区分委组织干事

陈国友，把石门坎基督教会的苹果树用字条封起来，

不准教会动，还写上“谁摘苹果，以土匪论处”⑧，但

他自己却随便摘着吃。

对地主的斗争普遍存在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

有的干部亲自出马打人。威宁全县１３个区，有１０

个区被斗争致死的地主１７５名，其中少数民族地主

有７６名⑨，占了被打死地主的 ４３４％。更痛心的

是，吊打不仅针对地主，还有贫农被吊打，以致逼死

人命，如一区阳关村逼死一个贫农副村长。瑏瑠 威宁

七区因为打死太多人，而成为贵州省土改运动中违

反民族政策的典型。［２］９３３

“威宁七区事件”发生在黑姑乡七村，在土改工

作队员杨光全（有的资料写成杨刚全）的强迫和指

使下，土改中对地主施用肉刑２０余种，其手段之恶

劣，令人发指，如日夜捆绑、吊打、“鸭子浮水”、“坐

飞机”、“骑洋马”、“十指点火”、“打木马”、用火烧

妇女阴毛、猪鬃刷子刺妇女乳头、脚踏妇女肚子（致

两位彝族孕妇腹中胎儿丧命）、烧红铁钳烫背、辣椒

水灌鼻子和灌妇女子宫等。期间，斗死该村地主２０

人，其中彝族１８人，汉族２人，并吊打了８位农民瑏瑡。

同区的迤沟乡十一村被打死、饿死的地主男女老少

共有９人。仅七区黑古乡七村和迤沟乡十一村，一

共打死和饿死男女老幼２９名，其中大人１７名，五岁

以下小孩１２名瑏瑢。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彝族群众，造

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汉族地区土改中都不允

许发生的吊打人等残暴行为，却在威宁七区的少

数民族村寨中出现，这既违犯了国家的民族政策，

也是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尽管相关的人员后来

都受到了判刑、撤职、处分等处理，但是留给人们

的伤痛却难以弥补，这为后来威宁少数民族的暴

动埋下祸根。

威宁土改中违反政策的问题，尤其是“威宁七区

０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贵州省委：《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１９５３年２月，贵州省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毕节地委会：《毕节区民族工作检查报告》，１９５３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贵州省委：《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１９５３年２月，贵州省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威宁县委会：《威宁县土改总结》，１９５２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２－３２。
威宁县委会：《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报告》，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４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２－３２。
威宁县委：《关于宗教问题向地委、省委的报告（草稿）》，１９５６年６月，贵州省档案馆藏：４８－２－７７。
贵州省委：《关于毕节地委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情况的通报》，１９５２年９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８０。
贵州省委：《关于毕节地委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情况的通报》，１９５２年９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８０。
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局关于贵州监委曾宪辉检查威宁县违犯少数民族政策纪律情况的通报》，１９５３年２月，毕

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威宁县委会：《威宁县土改总结》，１９５２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２－３２。
贵州省委：《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１９５３年２月，贵州省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局关于贵州监委曾宪辉检查威宁县违犯少数民族政策纪律情况的通报》，１９５３年２月，毕

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事件”，极大地破坏了中共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形

象，损害了各民族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土改中违反民

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做法，引起少数民族群众、教徒

的不满和反弹，他们不断地向县、专区，甚至向贵州省

委和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反映情况，引起了贵州省委和

中共西南局的重视。同时，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土改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少数民族工作中存在的偏差，也

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于是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决定

对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这即是１９５２年开始
的第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中共贵州省委根据中央和西南
局的指示，开始研究和部署全省民族政策执行情况

的检查工作，各级政府组织力量开始进行检查，威宁

县是其中重点检查的对象之一。

贵州省委要求毕节地委调查处理威宁土改中发

生的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毕节地
委派专人去威宁调查，写出专题报告，①并提出了处

理意见。县委也写了《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检查报

告》《威宁少数民族工作报告》《威宁县土改工作总

结》等，但这些检查报告“多是现象罗列，缺乏分

析”②。

同时，贵州省委派省监委主任曾宪辉到威宁调

查“威宁七区事件”。曾宪辉给贵州省委及西南局

的报告中，包括打死地主的情况、施用的刑法、违反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善后处理的问题等内容。并

且，曾宪辉提出了善后处理的方案，准备采取一些措

施来进行补救，如对扫地出门的守法地主，“立即分

给房子，补给粮食、用器、田地，安置未死的小孩”；

对于错划了阶级成分，被当成地主、富农错误斗争的

中农和贫农采取补救办法，“中贫农的财产斟酌偿

还”，“对其安慰”；教育中共干部，并让他们向群众

解释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要跟少

数民族解释清楚“此次乱打乱斗是违犯政府政策纪

律的行为”；对事件的相关人员“分别责任，给予处

分”③；要求立即停止违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

为，已经有违犯的地方，“对少数民族进行解释宣传

我们政策，使少数民族对我们政府政策没有怀疑和

恐惧”④。

中共中央西南局强调：“威宁县违犯少数民族

政策的现象是严重的”，要求毕节地委和威宁县委

必须妥善处理，“不仅要如数退还被没收之中农财

产，而且应首先改订错划的成分，恢复中农成分；对

于违犯民族政策的干部应受到处分，品质恶劣者从

严，以教育干部，平息群众的不满情绪”⑤，并“责成

该区县领导上进行检讨，总结经验，认真改进领导作

风和工作方法，接受此次经验教训，并发动有关干部

结合此次事件的教训，学习一次少数民族政策，以提

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纪律教育”⑥。

１９５３年１月，在贵州省委召开的全省民族工作
会议上，毕节地委的马有庆汇报了毕节地委对威宁

的调查情况及地委的处理意见。但贵州省委认为：

毕节地委对威宁违反政策的处理意见不严格、不具

体，如威宁“县委检讨不深刻，对区委没有适当处

分，对下面违法乱纪的干部没有严格处理”⑦。在会

上，省委要求马有庆转告毕节地委，必须对违反政策

的问题重新处理。会议还就少数民族地区土改遗留

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政策，如“错征收的祭祖山、马

郎坡等有关少数民族风俗的土地应一律原地退

还”，对被抽回土地的农民，应从机动田中予以补

酬；“错划成分者应坚决予以订正”；“田地分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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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毕节地委会：《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检查报告》，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７－１－５５。
贵州省委：《关于各地、县委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几个问题向中央、西南局的综合报告》，１９５３年７月

１０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土改干部杨光全被关押判刑；在该区掌握工作的威宁县委副书记李某某经毕节地委建议撤销职务；其他相关人员

受到了处分。

曾宪辉：《检查威宁县违犯少数民族政策情况摘要》，１９５３年１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局关于贵州监委曾宪辉检查威宁县违犯少数民族政策纪律情况的通报》，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２

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中共中央西南监委党组乔钟灵：《给西南局的信》，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６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贵州省委：《贵州省委给毕节地委并各地委：兹将曾宪辉同志关于威宁在土地改革中违反政策向西南监委的报告

及西南局的批示转发你们》，１９５３年２月７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４－１－１１０。



者”，应召开民族代表会议，“采取协商方法予以调

整”①；尚有些山林、斗争果实未分配者，应通过各民

族协商，予以分配，并对过去分得少、分得坏的农民

予以照顾。

１９５３年２月，威宁县委制订了土改复查计划，
并组成４４８人的复查队伍，将全县２７０个村分为三
类，进行了土改的复查。根据贵州省委指示，本着

“加强民族团结，检查贯彻民族政策，解决土改遗留

问题，胜利结束土改，转向生产”的方针，针对三类

村子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即民族聚居村

以“检查贯彻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大力转向生

产”为主要内容；民族杂居村以“加强民族团结，检

查总结土改，转向生产”为主要内容；汉族村子则以

“充分发动群众，团结内部，斗倒地主阶级，安定人

心，转入生产”为主要内容。② 通过复查，解决了土

改遗留的一些问题，至此威宁土改运动全部结束。

威宁是少数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有其特殊性

和复杂性，历史上由于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欺压与

歧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对汉人的疑惧和顾

虑并未消除；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农民与地

主的对立），并不完全像汉族中的阶级对立那样厉

害；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隔阂与成见，如威宁的

“苗族对彝族有意见，因彝族有官家剥削压迫他们；

对汉族也有意见，因汉族统治压迫他们”③。其中，

威宁回族与彝族的矛盾较大，两个民族长期存在争

斗，时有械斗和武装冲突发生；同一个少数民族内部

还有村落之间或姓氏之间的派别斗争等④。因此，

民族杂居区的土改运动和其他工作，不仅要关注阶

级关系，还应该考虑各民族所处的历史地位、民族特

点和民族心理，而那种认为“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

题”，“土地改革完成了就没有民族问题”⑤，甚至以

为“只要阶级关系解决了，各民族不团结闹隔阂也

基本上得到解决”⑥的想法，都是完全错误的，企图

用阶级关系来替代民族关系更是行不通。少数民

族杂居区的土改运动，如果不加以区别，原封不动

地搬用汉族地区的做法，势必会造成违反少数民

族政策的恶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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