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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省于1939年元月成立，设康、雅、宁三属。

时任西康省省主席的刘文辉（字自乾），于1939年4

月开始历时7月“南巡”，其中有二分之一时间在宁

属地区考察调研。1941年康定《康导月刊》发行的

《刘自乾主席南巡讲演集》一书，收集了刘文辉在各

地发表的64篇演讲稿，其中大多涉及彝务问题，即

彝汉关系问题，集中反映了刘文辉在解决彝汉关系

上的民族工作思想，对当今民族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一 彝务问题产生的原因
宁属地区（现凉山彝族自治州），历史悠久，自

汉武帝通西南夷，开越嶲郡，即已设置郡县，二千多

年来，彝汉关系一直十分紧张，争斗不断。汉人受

夷人之劫掠威胁，不能安居乐业；彝人受土豪劣绅

压迫，生活贫苦；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停滞不前。刘

文辉把治理彝务作为建省初的首要任务，他分析了

彝务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彝族顽强自固、勇猛强悍是彝务问题产生的内

在因素

刘文辉认为彝族之所以千年自雄，没有被汉族

同化，保持了极强的生命力，其自身因素是重要的

原因。“倮族（彝族旧称夷族或倮倮）之所以能顽强

自固，亦有其本身具有特殊之能力与美德，如威重

自恃、崇尚勇武，重视贞操与善于同化异族等等，皆

其显著也”。[1]P330

（二）彝人受土豪劣绅的压迫，生活所迫，是彝务问

题产生的根源

一是彝人受不肖官吏、绅士欺诈剥削而实施报

复。“过去各县府感受夷患之威胁，无法处理夷务，

遂多假手于号称熟悉夷情，而实系耍夷人的土豪劣

绅以图苟安。相沿日久，此辈土劣遂得为所欲为，

或挟政府之命以剥削夷人，压榨汉人，或利用夷人

相残而从中谋利，或利用夷人，劫杀汉人而暗中分

脏；而土劣相互间争权夺利，亦复各引夷人以为工

具，小争则暗杀，大争则械斗”。[1]P169“倮夷每受不肖

官吏之剥削，或受绅士压迫汉人之诈欺取财，必思

加倍偿于其他汉人也。吾人如再深为探讨，则倮夷

性情之凶悍，与其劫掠汉人之行为，实由于被压迫

之强烈反抗所促成。”[1]P4

二是彝族由于受汉人的围堵清剿，世居高山，生

活清苦，如遇天灾人祸，则生存更是难以为继，产生

劫掠汉人的行为，为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彝人“所

以赋性残悍，专以劫杀汉人为能事者，盖亦以数千年

来受汉族攘逐逼迫，久有土地日蹙，生计日艰之感，

因而养成其忧郁残忍之性情，而常怀对汉族报复之

心理，甚且以劫杀汉人为出于自卫之行为。”[1]P330

（三）政府的治彝措施不当，是彝务问题千年未决的

症结所在

“过去政府，对于治理夷务，始终未能洞察问题

之症结，而采取正常之途径，非出于武力征服，即偏

重消极羁縻。征服则惟恃武力，战胜以后，亦不过

钻牛皮，饮血酒，坐质换班而已。并于一切同化工

作及政治经济设施，率皆忽视，故历元明清各朝，用

兵不知若干次，而夷人据地自雄如故”。[1]330

刘文辉总结了过去“治夷”的政策主要体现在

四个方面：一是“封建羁縻”。实行笼络政策，朝廷

封彝人首领为官，利用土官进行间接统治。只求大

道畅通，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二是“设防堵

御”。当封建羁縻无效后，往往用重兵封堵彝人，防

其对汉区的骚扰；三是“大军进剿。”当大道交通受

阻，城镇被彝人所袭扰，后果严重时，则进兵进剿，

戮其壮丁，烧其房屋，实施报复，并收取高额投诚

费，使彝人不堪重负；四“是坐质换班”。彝族若战

败投降，除按彝族习俗钻牛皮、喝血酒外，其家支被

迫摊派人质到监狱坐牢，万一其属地出事，就拿这

些人质是问。

刘文辉认为过去的政府没有把彝族作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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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来对待，采取的是漠不关心，任

其自生自灭，消极防御，不扰我则安。“历代治夷之

政策，均系消极的，而非积极的，系偏重军事，非政

治军事并重的；因此之故，夷族之不进步如故，社会

组织如故，语言风俗与汉民迥然如故。政令难及，

汉夷之相仇如故。抚防堵进剿，所费至钜，国家不

但无所得，即比较长久之安宁亦不能维持”[1]P193“夷

人以政府不是保护人民的，是压迫人民的，有理无

从白，有冤无处伸的认定，也一天一天结怨政府，一

天天隔远政府。”[1]P105

（四）国力不足，给彝人可乘之机，是彝务问题产生

的诱因

彝人“在国家承平军队充实之际尚能安分，一

遇国家多事，防军薄弱，则四处焚劫而沿边汉人无

噍难矣。”[1]P330

（五）彝人汉人相互歧视、相互仇视，是彝务问题产

生的心理因素

过去汉人，认为彝汉有别，汉高夷卑。加之汉

人受到彝人的抢夺和掠杀，形成仇视彝人的心理，

视彝人为“彝患”称彝人为“蛮夷”，“猓猓”。彝人也

认为自已比汉族高贵，凉山彝语“蜀”有两意：一为

‘汉人’，二为‘奴隶’。认为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

不能做朋友。主张汉人走汉人的路，彝人过彝人的

桥。

刘文辉认为：“夷人仇视汉人以汉人为汉患，汉

人仇视夷人以夷人为夷患。汉人心中有夷患二字，

遂以夷人不可德化，主张用兵，主张消灭。夷人心

中有了汉患二字，也以汉人为不可亲近，主张抢劫，

主张报复，因为有此互相背驰的极端反对的心理和

事实，所以设治若干年来，宁属这个地方，汉倮两族

的民众，随时在相互消长的循环状态下，而永无休

止，永无宁静。”[1]P153

二 治理彝务的意义
刘文辉从历史和现实着眼，从以下三个方面论

述了解决彝务问题的现实意义。

（一）治理彝务是完成二千年来的未竟事业

刘文辉认为，自汉武帝通西南夷，开越嶲郡，即

已设置郡县，其目的就是要同化彝族，但二千余年

来，“汉倮两族，内而精神知识，外而衣食住行毫未

融洽，历代治夷治宁的结果，汉人还是汉人，夷人还

是夷人。夷乱则清剿，汉去夷来，彼此消长，徒使双

方损失极大。”[1]P48彝族仍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

外，没有享受国人应该享受的权利和尽国人的义

务。在刘文辉看来，古人以立德、六功、立言为三不

朽，如果解决了彝务问题，自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二）治理彝务是拯救汉人和彝人的仁爱事业

刘文辉站在民族平等的高度，认为绵绵不绝的

彝汉争斗，是一场彼此伤害、永无胜者的战争，是一

场巨大的灾难。“夷汉民众双方受祸，把社会造成一

种混乱的状态，而社会的进化，幸福的建成，因兹而

停顿不前，因兹而日落千丈”。[1]P153而结束彝汉敌对

状态，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仁爱事业。“因夷务问题之

未能彻底的合理的解决，汉夷相处，俨苦仇雠，双方

俱感受极大的痛苦：在汉人方面，时常受夷的劫掠

烧杀……宁属汉人所感受的如彼，夷人所感受的痛

苦如此，如果不将夷务问题根本解决，则双方所感

受之痛苦靡有底止，相交凋弊。”[1]P172

（三）治理彝务是树立抗战建国基础的重要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西康省为抗战的大后方，宁属

地区土地资源富饶，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所需要

之煤、铁、铜尤为大宗。承担着向前方将士提供粮

食，向工业生产提供原料的重任。

历代政府对于宁属彝务，未能彻底治理，“使此

十余万方里的土地形同瓯脱，使此丰富的物资弃置

于地，已经是甚为失策。”[1]P173“迄今仍货弃于地，地

弃于人，人弃于国。”[1]P192矿产丰富，因安全不能保

证，即有厚利也不能开采；荒区广沃，彝地汉地不能

耕种。

刘文辉认为，支持长期抗战以取得最后胜利，

复兴中华民族，必须建设宁属，开发宁属。但治理

夷务是建设宁属的先决条件。“本省重要任务，端在

建设。综观全省三属，以农牧言，以矿藏言，资源之

丰富，希望之伟大，均自宁属为第一。治宁属中通

一线，两岸夷巢，所有土地，夷族住者十之七，汉族

住者十之三，夷务未彻底解决，一切事业均难于着

手，质言之，目下本省之中心工作在建设，建设之重

要部门在宁属，宁属一切问题之关键在夷务，须首

先治夷成功，推行一切方能顺利。”[1]P192

三 解决彝务问题的策略、步骤和目标
（一）治理彝务的策略

施政的出发点，则为彝汉共存，经济互惠，一律

平等。“过去治夷的心理，是以制服夷人为动机，以

消灭夷人为目的，现在的心理，是以教导夷人为动

机，以同化夷人为目的。现在是同情的爱护，以往

是不同情的仇视。何谓同情，譬如犹于汝之父母之

爱护儿女是也。根据这种同情的爱护的心理而决

定治夷的主张，则是平等待遇，凡是汉人能够享受

的权利，大家就能享受，并无歧视轻重的不同。”[1]P154

刘文辉主张恩威并用，剿抚兼施。“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兼注并重，以军事为先导，而以政治经济

陈小虎：论刘文辉治理彝务之方略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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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盾，分头并进，本末兼施。”[1]P330

在机构方面设置屯垦委员会以负责政治，负责

“投诚归化的夷人地区，建筑市场，修治道路、确定

地权纳粮，创设学校，组训夷民，及其一切政治工

作”。[1]P191；成立靖边司令部以负责军事，对“凶夷”

武力征服。

（二）治理彝务的步骤

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宣传时期，“深入夷巢，宣

传我待倮民的心理和治理倮民的方案，希望他们相

率投诚，共享福利。”[1]P106二是雕剿时期。“若经宣传

以后，尚不知改悔，而仍操其劫掠之行为者，则是甘

心作乱，不堪教悔之人，本主席即以兵力剿之”[1]P105

（三）治理彝务的目标

初步目标，在使宁属汉人及其他各种族能安居

乐业，维持宁属之安宁秩序。其终及目的，为同化

夷族为国家善良之国民，汉夷融洽，永无祸患。并

利用开发资源，以裨益国计民生。

刘文辉认为“依靠现定方案切实实施，计程图

功，一年可收小效，三年可收大效，不及十年即可全

部蒇事，使夷患仅为历史上之名词，不至再现于以

后也。[1]P6

四 解决彝务问题的具体办法
（一）强调彝汉一律平等

“废除以前汉尊夷卑，汉人倮蛮的不平等观念，

同时政府方面亦放弃以前之羁縻政策，压迫政策，

如索要见面礼，收投诚费，吃血酒，坐质换班等等弊

政，将来绝对一律废除。”[1]P226不论彝汉，只注重智识

之高下，酌用优秀夷人担当公务。

（二）维护彝人的合法权益

承认彝族之私有财产，并由省政府制定夷人财

产保障规程，以防汉官及汉民非法侵夺；制定彝人

土地清厘规程，确定彝族之土地所有权。“制定夷人

投诚保护规程，暨夷人浏览内地，夷人留学内地，夷

人服务内地等优待规程，以引起怀徕心理”[1]P6。

（三）不收投诚费

“过去办理夷人投诚时，往往不肖官吏籍此需

索要夷人的投诚费，夷不得已，又去劫掠其他汉人，

补偿损失，这种种循环报复的态度，也要根本除掉，

今后办理投诚，切不准征收大家一钱一物，就是见

面时也不收一个见面礼”。[1]P156

（四）管、教、卫、养

“管”即是用新的办法进行管理。参照汉区的

管理模式，实行户口登记，编联保甲。

“教”即是加强教育。办理彝族学校，吸纳彝族

子弟入学读书，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凡投诚之区

域，必择适中地点，设立多数小学，选调夷民优秀子

弟入学读书，视其成绩高下，给以相当工作，或资送

国内外留学，并由省政府制定夷人留学内地优待规

程保障之”。[1]P107“对于康倮两族人民的智识程度，

政府当应予以提高，使能与汉人齐驱并进。对于康

倮两族固有的宗教及善良的风俗习惯，政府当尽量

予以保留，并助其发扬光大。”[1]P49

“养”即是休生养息，改善彝族生活条件。一是

注重资源开发，传授生产技能，改变彝人生活环境，

提高彝族生活水平。二是改善目前坐质换班之夷

民的待遇，“务使坐质之民不感觉痛苦，利用坐质时

间，与以相当教育而增加其知识技能”。[1]P84三是提

高医药卫生水平。“夷人露居野处，不讲卫生，又无

医药设备，一旦受病惟有待死……今后于开化区

内，当适当渐开医药卫生各院，减少人民的痛苦，增

加人民的福利”。[1]P107

“卫”即是保民，维护治安，调解彝汉恩怨，使对

外无杀戮之行为，对内无打冤家（彝族各个家支间

因争夺土地、财产发生的械斗）之恶习，和睦相处。

“在倮民方面，亦绝对禁止仇视官吏，捆人越货，及

打冤家之行为”。[1]P226刘文辉认为军事是必要的，但

“言军事则绝非专恃以杀伐为能。仅于素来抗命以

及最为凶残之倮酋，不能不临兵力，予以惩创，期其

就范，且以警诫其余。”[1]P330

综上所述，刘文辉认为不肖土豪劣绅对彝人的

压迫和剥削，历代统治阶级对处理彝汉关系采取的

消极政策：羁縻政策（设立土司）、恐骇政策（大肆杀

戮）、破坏政策（以彝制彝），是彝务问题产生的主要

原因。主张用同情的（视民如子），建设的（促进地

方之繁荣），开明的（平等待遇）的新政策。驳斥了

彝人“非我族类”、“夷性犬羊，畏威不怀德”谬论，认

为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应一律平等，“畏

威”人皆有之，不是彝人不怀德，而是彝人对汉人无

德可怀，甚至是有怨可报。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理彝

务的措施。

实践证明刘文辉的处理彝务的方略，为稳定社

会秩序，融合民族关系，改善交通，发展民族教育、

经济，支持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

宁属的夷务治理略显仓促，缺少计划和长远规划。

由于种种原因，刘文辉的一些主张流于形式并未得

到切实贯彻，彝汉关系紧张的现实并未得到根本的

改变。直至解放后，历史才翻开了新的一页，彝汉

融洽相处的局面才得以形成。但刘文辉的许多正

确处理彝汉关系的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

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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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but also proposed the strategies，procedures and objectives of the governance on Yi affairs. Many of his
correct ideas of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Yi and Han are shining light of wisdom，which deserves us learn
from.

Key words: Liu Wenhui；Yi-Han Relations；Yi Affairs

（责任编辑：李 进）

[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6.

On Party Unity of Jiang Zemin

ZHAO Xian-ming
（Chengdu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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