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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响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因素

— 以四少11凉山州彝族自治州为例

龚卫东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150 13 )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
,

还有 55 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 的单一制国家
。

在

少数民族聚居地方
,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

从而实现各民族团结
、

平等
、

进步和共同繁荣
。

依法治国方

略
,

在西部民族地区仍然是实施该地区繁荣进步的墓本策略
。

在西部大开发及加入 W T O 的大环境下
,

如

何优化民族地区的发展环境
,

趋利避害
,

抓住机遇
,

发展经济
,

客观上也要求民族地 区应有一个良好的

法制环境
。

西部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
,

应充分考虑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
、

经济
、

人文
、

宗教
、

习惯等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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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 西部
。

131 这些地区不同于其它民族地区的主要特

单一制国家
。

从民族构成特点上看
,

我国是一个 点在于
,

这一带以山地为主
,

且是岩溶地貌相对

以汉族为主体
,

还有 55 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的 集中的地区
,

交通不便
,

村落零散
,

资源富集与

多民族国家
。

宪法明确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活贫困并存且少数民族族别众多
,

有 40 余个
,

是 全国各族人 民共同缔造 的统一 的多民族国 而各少数民族相对较少
,

民族居住格局为
“

大杂

家
” , “

各少 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 区 域 自 居
、

小聚居
” 。

1949 年前
,

这里的少数民族处于

治
” 。

因此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实行民族区域 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

以后别然经过数十年

自治制度
,

是实现各民族平等
、

团结
、

进步和共 的社会变迁
,

但彼此之间仍存在着多方面的较大

同繁荣的重要保障
。

在我国
,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 差异
。

于西部地区
,

全国 5 个 自治区
,

30 个 自治州
,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四川

119 个 自治县 (旗 ) 中
,

有 27 个自治州
,

82 个自 大小凉山 ) 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区
,

在实现该

治县 (旗 ) 在西部
。
川在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

,

地区的经济跨越式发展
,

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

除朝鲜
、

赫哲
、

鄂伦春
、

舍
、

高山
、

黎等族外
,

生活水平
,

脱贫致富上
,

也必须从本地区的客观实

其余大都居住在西部
。

西部地 区人 口 约有 3
.

2 际情况出发
,

因地制宜
,

寻找一条使人民群众走向

亿
,

其中少数 民族人 口 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 口的 富裕的道路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发展
,

86 %
。 `2 ’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和相互交往 这也就客观要求我们对凉山的发展环境作一全方位

中
,

形成了大杂居和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状况
,

使 的理性思考
。

在我国加人 W T O
,

西部大开发的重

我们各民族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发展方面建立了 大历史机遇期
,

笔者认为
,

必须牢牢抓住机遇
,

趋

密不可分的联系
。

西部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

主 利避害
,

优化自己的发展环境
,

特别应加强法制环

要是指云南
、

贵州这两个民族省份以及与之相毗 境建设
。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
,

应综合考虑本地区的

邻的四川
、

广西等等省
、

区的多民族地区
。

该区 历史
、

经济
、

人文
、

宗教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因

包括云南
、

贵州
、

四川凉山
、

鄂西
、

湘西和广西 素
,

充分发挥优势
,

扬长避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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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层面分析

从元代开始
,

在今凉山及周围彝区普遍建立

了土司制度
,

直到 194 9年以前
,

凉山彝族奴隶社

会进人新的历史时期
。

这一时期
,

特别是明代中

叶兹莫势力 日衰
,

诺合势力日衰
,

诺合势力崛起

后
,

使凉山彝族内部的整个等级
、

阶级和阶层结

构都发生了明显的重大变化
,

其重大特点就是原

本是在兹莫土司统治下的被统治阶级诺合
,

到明

代中叶之后
,

就向上流动为与兹莫土司并列的统

治阶级
,

从此凉山便由兹莫
、

诺合共同统治
。

但

是大部分地区由诺合实际控制
。

同时凉山彝族奴

隶制经济从来就是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
,

这是它区别于以雅典
、

罗马为代表的

古典古代世界经济的一个根本特点
。

政治统治权

力的更迭
,

则造成了经济上的相应变化
,

先前由

兹莫土司统治的凉山彝区
,

到明代中叶后逐渐为

诺合取代
,

其土地所有制形态也逐渐由先前的兹

莫土司所有到诺合私有转变
。

同时凉山彝族的家

支
,

是由原始社会氏族组织演变而来
,

在兹莫统

治时期
,

兹莫基本上是通过各诺合家支来进行统

治的
,

兹莫统治崩溃后
,

家支之间互不相属
,

各

自为政
,

因此在诺合取代兹莫统治之后
,

其政治

形势上就表现为林立的诺合家支的统治局面
。

新

中国成立后
,

对凉山完成民主改革之前
,

凉山彝

族社会性质仍然是奴隶社会
。

19 56 年以推翻奴隶

制度为目标
,

以解放奴隶和分配土地
,

建立国家

统一领导下的民族自治政权等为内容的民主改革

完成后
,

凉山彝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应当

说在凉山
,

社会制度形态是从一个长期奴隶社会

直接进人社会主义社会
,

是社会发展史上一个跨

越式的大发展
。

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
,

原始宗教的长期存在
,

因

而唯心主义又成为宗教的好伙伴
。

马克思
、

恩格斯

认为
: “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

地位的物质力量
,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

神力量
。

支配着物质生产的阶级
,

同时也支配着的

精神生产的资料
,

因此
,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

人的思想
,

一般也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 ” 【4 ,在凉

山彝族长期的奴隶社会形成的意识形态中的主要人

文道德观念表现为天命论和血统论
。

统治阶层的兹

莫
、

诺合自视具有特别高贵的血缘
,

而与被统治等

级 (曲诺
、

阿加
、

呷西 ) 和其他民族有所不同
,

并

以同族内婚和等级内婚的办法来维护这种神话
。

他

们自认为是这一社会的上等人
,

生下来就是高贵
,

所谓
“

诺合一滴血
,

价值九千金
” , “

鸡翅不能比

鹰翅长
,

狗迹不能比虎迹长
” , “

狐狸叫十声
,

不

如老虎叫一声
,

节伙十句话
,

顶不上诺合一句

话
” 。

同时他们还强调这种血缘的差别不仅是天生

的
,

遗传的
,

而且也是根本不可改变的
。

在唯心主

义天命论和血缘论基础上
,

兹莫
、

诺合还提出了一

个
“

礼
”

加强对被统治阶级的约束
。

其内容主要包

括
:
( l) 公开宣称奴隶制度的合理性

,

认为奴隶

主对奴隶和其它社会财富的占有是天经地义的
,

也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 ( 2) 宣扬奴隶制的等级界限

不可逾越
,

要有主奴之分
,

奴隶顺从于主子的最高

原则 ; ( 3) 宣扬奴隶主不劳而获理所应当 ; ( 4)

宣扬主奴之间亲密无间的和好关系
,

同时也极力告

诫奴隶群众要安份守纪
,

以避免损伤
,

从而调和阶

级矛盾
,

麻痹奴隶群众斗志
。

在诺合等级中
,

还特

别强调其宗教家支的作用
,

以尽力维护本家支的利

益
。

三 经济层面分析

二 人文层面分析

在阶级社会里
,

一般情况下统治阶级人文道

德思想观念支撑指导着社会形态的发展
。

在凉山

长期的奴隶社会中
,

由于没有成文法
,

人们的相

互关系主要是靠世代相传的具有一定体系的习惯

即传统的习惯法来维持和调整
,

而调整人们行为

准则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统治阶级的道德形式表现

出来
。

人们的行为
、

道德品质往往也是按统治阶

级的人文道德准则来评定的
。

由于凉山彝族奴隶

由于凉山彝族曾处于长期的奴隶社会
,

其生产

力极为低下
,

经济上也是长期处于小生产的自然经

济闭塞环境
,

往往使人们在生产
、

分配
、

交换
、

消

费等四大环节上排斥开放
,

不善于吸收
、

融会世

界
、

国家和民族多年来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

营管理方法
,

至今凉山彝族农民的生产多数仍然是

以个人消费为目的
。

有些人这几年家里有了洋芋
,

山坡上有了牛羊
,

圈里有了肥猪
,

坛里有了水酒
,

盖起了瓦房
,

便安于现状
,

认为可以无忧无虑地去
“

烤太阳
”

了
。

分配上
,

在
“

所母者石尼不果
,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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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者石及喜果
”

(意为汉区人挣钱为自己
,

彝区

人挣钱为亲戚 ) 的宗族家支血缘群体意识支配

下
,

认为
“

一个宗教成员有
,

等于个个宗教成员

有
” ,

这就很容易对平均主义持达观态度
,

要穷

大家穷
,

要富大家富
。

因而在凉山彝族区有些专

业户
、

重点户富裕户后
,

宗族和亲戚就来
“

共

产
” ,

甚至强行摊派
。

还有些个体家庭经营的小

商店
、

小餐馆
,

由于招架不住这种平均主义的切

割而关门倒闭
。

这种穷吃富理所当然而导致谁也

不许冒尖的观念不破除
,

是不可能把竞争机制引

人生产过程中的 ; 在交换方面
,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
,

虽然凉山彝族区出现了一

些以彝族为主的集市
,

但由于现实凉山经济仍然

很落后
,

有较多的彝族群众还没有脱贫
,

凉山彝

区农材仍以 自然经济为主
,

农民的剩余产品极其

有限
,

有的偏僻山区尚未迈开发展商品生产的步

子
,

不少腹心地带还未形成集镇
。

消费上
,

在轻

商
、

贱商
,

耻于经商的传统观念束缚下
,

认为
“

经商赚钱是邪门
” ,

因而在山区彝族往往习惯

于养
“

长命猪
” 、 “

长命羊
” ,

而不肯上市出

售
。

把 自己家的剩余产品储存起来
,

准备用作接

济宗教
、

姻亲或款待客人
,

致使产品变不成商

品 ; 在生产上
,

由于凉山广大彝区大多是以农业

为主
,

且农业生产的环境并不是很好
,

往往靠天

吃饭的因素较重
,

再加上人们对传统的耕作
、

饲

养方式的僵化固守
,

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排斥
,

更

不会创造性的因地制宜
,

发展 自己的特色产业
,

自觉调整产业结构
,

并加上人们的一种
“

宁愿苦

熬
,

不愿苦干
”

的惰性思想
,

使生产一直处于仅

够吃饭
,

维系基本生存的状况
。

四 宗教层面分析

宗教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
,

在实际生活

中有其深远的根源
,

是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

反 映
。

恩格斯认为
: “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

人们 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

映
,

在这种反映中
,

人们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

力量的形式
。 ” ` , ’主持彝族原始宗教的重要形式一

一祖先崇拜仪式的祭司称为
“

毕摩
” 。 “

毕
”

,

是

举行祭祀时作法术祝赞诵经之意
, “

摩
”

是长老

之尊称
, “

毕摩
”

即是掌天命神权的长老师人
。

凉山彝族虽然早已进人奴隶社会
,

但由于社会生

产发展水平较低
,

奴隶制的发展又不够充分
,

作为

氏族脱变的家支实际起着政权作用
。

由于凉山彝族

社会早已成为奴隶主和奴隶两大基本阶级相对抗的

阶级社会
,

因而在彝族先人处产生的原始宗教在许

多方面已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

而成为愚弄人民的工

具
,

具有
“

人为宗教
”

的一些特征了
。

虽然彝族人

民的特质
、

文化
、

精神生活
。

相应地
,

作为彝族先

民信仰原始宗教之产物的毕摩
,

在彝族进入阶级社

会后
,

随着原始宗教逐渐被统治阶级接收
、

利用
、

改造而打上阶级烙印之后
,

他们所继续宣传
、

解

释
、

执行的原始宗教则 已是带上了阶级内容的宗

教
。

从元代到明清之际的彝族统治者
,

以大奚婆
、

大蟠等作为自己的大巫官
,

则是剥削阶级接收
、

利

用原始宗教的另一突出表现
。

原始宗教观念的真正

基础—
“

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
” 。

`6 ’

这外部力量不仅包括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发展

阶段中人们尚无法征服的自然力量
,

还包括在阶级

社会发展阶段中劳动群众还无法战胜的敌对阶级的

社会力量
。

由于宗教的本质是意识到不能支配自己

命运的人对异己力量所做的一种神秘化的
、

唯心的

反映
,

相信它对自然和社会的支配作用
,

这就决定

了彝族奴隶社会中
,

奴隶主和大毕摩既能利用宿命

论来把奴役人的奴隶制度美化为
“

天命
” ,

把奴隶

主对奴隶的主宰特权美化为
“

神授
” ,

为奴隶主的

剥削压迫充当辩护士
,

又能利用宿命论来使奴隶努

力
,

一切听从上天的安排
,

沉酒于宗教的幻想中而

对
“

天命
” 、 “

神授
”

盲目地俯首听命和顶礼膜

拜
,

甘居奴隶地位而不敢反抗
。

历代奴隶主和大毕

摩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力量
,

对彝族的原始

宗教加以改造并有意识地转化为宿命论
、

天命论和

血统论后
,

就具备了人为宗教的某些特征
。

从而宜

扬凉山彝族血缘内划分统治等级的黑彝 (兹莫
、

诺

合 ) 和被统治等级的白彝
,

并且他们之间的血缘鸿

沟和等级差别
,

是天生的
、

不可改变的
。

彝谚说得

很多
,

如
: “

生命靠上天
,

吃饭靠主义
” ; “

大鱼

吃小鱼
,

虎豹吃牛羊
,

强族吃弱族
,

兹莫吃 百

姓
” ; “

奴隶生来护主子
,

藤子生来缠树身
” 。

五 生活方式
、

生活习俗层面分析

在人们 日常生产
、

生活及社会效益上
,

彝族的

文化心态则是重人论
、

亲故里
、

讲友爱
、

行共济
。

彝谚说
: “

养牛为耕田
,

养猪为过年气葬羊为御



西 昌学陇学报
·

社奋科学板 第 19 森

寒
,

养鸡为换盐巴钱
”

的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

观念和较为普遍存在以
“

大肥猪
、

瓦板房
,

吃饭

肚皮晒太 阳
”

为满足的小生产者的惰性精神状

态
,

以及
“

钉牲待客
,

来客必敬
” 、 “

彝家无乞

丐
”

等共吃共喝
,

轻功利重人际关系的心态
,

处

处顾及宗族
、

亲友等观察
,

必然抑制商品交换
,

竞争意识
、

市场价值观念的形成
,

已很不适应现

代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和法制环境建设的需

要
。

对传统的彝族生活方式
、

习惯进行理性分

析
,

笔者认为具有如下不足
:
( l) 保守性

:
用陈

旧
、

僵化的传统观念看待事物
、

留恋过去
,

不思

革新
,

对新技术
、

新观念盲目排斥
,

甚至 以宗族

家支划线
,

唯宗族家支是理
,

唯宗族家支是亲
,

有宗族家支关系和宗族家支大
, “

骨头硬
”

为

荣
,

无宗族家支关系和宗族家支小
, “

骨头软
”

为耻
,

坚持固有的以血缘划分等级贵贱差别
,

以
“

骨头
”

软硬和等级高低限制通婚范围
。

并且至

今这种观念仍继续支持和维护旧婚俗
,

干涉婚姻

自主
。

据凉山州妇联前几年的调查
,

凉山彝族农

村各地的自主婚姻与包办买卖婚姻的比例竟高达

1: 8
。

仅仅因为
“

骨头
”

等级的不同
,

便导致不少

恩爱夫妻离婚
,

有情人难成眷属
,

幸福家庭被拆

散
。

同时还必须看到
,

由于彝族地区长期盛行并

留存至今的民族内婚
,

等级内婚制
,

特别是姑舅

表优先婚制的影响
,

彝族妇女的择偶范围是较狭

窄的
,

因此不可叶产生较多的近亲婚姻
,

而近亲

结婚上升的趋势
,

又妨碍优生优育
,

对提高彝族

人民的身体素质是极不利的
。

(2) 落后性
:
主要

是指迷信鬼神
,

吃喝浪费
。

宗族家支的血缘群体

意识
,

往往与迷信思想相辅而行
,

存在着
“

喝在

酒上
,

穿在银上
,

用在神上
”

的落后消费观念
。

“

用在神上
”

突出例子是杀牲
“

送鬼
” 。

而按宗

教家支约定俗成的
“

规矩
”

则是每逢婚丧
、

节庆

和商议的一些事情
,

宗族家支内要经常聚会
,

成

年男子便常常聚集在威望较高的长者或机关干部

家里大吃大喝
,

食全羊
、

吃全猪
,

小醉一昼夜
,

大醉一两天
。

传统时间观念节奏太慢
,

这与现代

社会生活讲速度和效率很不合拍
。

许多有两个以

上的成年男子家庭
,

每年仅用于烟
、

酒
、

茶
、

肉

四项开支竟占全家全年总收人的大半以上
,

而主食

费用
,

日常花销及投人再生产的资金等占全家全年

总收人的少部分
。

有些家庭因宰牲
“

送鬼
”

自己

吃喝和被子宗族家支亲戚吃喝完后
,

便成为困难

户
,

而靠领救济粮款过活
,

但其并不以为吃喝穷

了而感惭愧
。

( 3) 封闭性
:
由于凉山彝族所处的

地理环境
,

再加上长期的奴隶社会的影响
,

使人

们在思想观念往往拒绝新思想
,

固守传统而妄自

尊大
,

固步自封
,

孤芳自赏
。

经济上在改革开放

这前也是长期处于小生产的自然经济闭塞状况
,

使人们形成了既贫穷又浪费的生活方式
。

由于凉

山经济的落后
,

再加上凉山彝族传统观念的封闭

性
、

保守性和落后性
,

已明显成为凉山彝族人民

群众向贫穷
、

落后
、

愚昧告别的思想障碍
,

这必

须在彝族人民走向富裕的发展过程坚决要摒弃的

观念
,

同时这些观念
、

传统在民族地区的法治建

设过程中也是影响甚深
。

结语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中
,

一个国家的法治建

设要受到世界政治格局
、

经济形势和法律文化在内

的多种思潮的影响
,

一个地区或省的法治建设既受

国家法治大环境的影响
,

也受该地方历史
、

政治
、

经济
、

人文地理
、

风俗习惯
、

宗教因素
、

道德风尚

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

西部各民族在社会发展水

平
、

人文地理环境
、

文化传统
、

宗教信仰等方面各

具特色
,

不仅与东部汉族有较大差距
,

且各民族之

间也是千差万别
。

在新的历史时期
, “

民族特点和

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
” 〔, ’ 。 这是西部民族地区在进

行法治建设
,

创建法治环境时
,

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问题
。

由于西部凉山民族地区缺乏法治传统
,

人们

的思想观念落后
,

因此法治建设只能走通过强有力

的国家机构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
,

制定一系列的法

律制度
,

自上而下地通过国家强力推进
。

只要制度

合理
,

并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执行
,

就能提高人民

群众的法律意识
,

形成信仰法律
、

尊重法律的法治

环境
。

为此
,

西部民族地区的国家机关应义不容辞

地主动承担起推进法治现代化的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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