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Y L X F   2023·07

先锋档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地区。云南省临委书记王德三指出：长期

的民族压迫剥削，造成的民族隔阂，是在民族地区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障碍，必须正确引导少数民族

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王德三充分认识到云南多民族的情况，怀着对各兄弟民族的深厚阶级感情，去做艰苦细致的民

族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启发其阶级觉悟，王德三深入到

滇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由此编写了《夷经》。

早期宣传民族政策的经典之作

《夷经》全文共六章。首先对兄弟民族的苦难生活作了通俗的描述，接着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与

官府田主作斗争，最后强调了各民族团结起来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要宣传

对象，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在内容上则从远到近，谈古论今，深入浅出地讲

述革命道理。

王德三把苗族、夷族（即彝族）同胞亲切地称呼为苗亲、夷亲，油然而生的亲切感，拉近了与

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在《夷经》中，王德三深刻地揭示了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群众苦难的根源是由于

民族的不平等，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才使得少数民族群众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是封建官僚

地主阶级把持了官场，才使得少数民族群众失去了政治权利；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愚民政策，才使

得少数民族群众失去了读书学文化的机会。王德三还全面总结了少数民族群众历次反抗斗争失败的原

因，是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

在体裁上，《夷经》使用“三言”“五言”“七言”等形式，用接地气的语言阐述，朗朗上

口、浅显易懂，道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心声。因而在滇南文山、蒙自一带广为流传，深受欢迎，产生

极大的影响，被少数民族群众称为自己的“经书”。

《夷经》最初写于1927年，1929年在中共云南特委机关刊物《日光》和团刊《赤光》登载，经

滇籍革命前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人郑易里以及马逸飞等人的努力，1930年5月刻成蜡

纸，单独印刷成小册子广泛散发。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宣传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号召少数民族

争取民族平等、争取民族解放而奋起斗争的经典之作，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开辟了道路、探索

了经验。

推动《少数民族问题大纲》的制定

在写作《夷经》的基础上，1927年，王德三在担任云南省临委书记期间，在省临委设置了少数

民族问题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开设的第一个研究和领导少数民族的机构。同年12月，他立足于

云南民族复杂，语言风俗各不相同，各种不相往来，而一族之间团结坚固的特点，系统地提出了党对

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纲领，即《少数民族问题大纲》。这是党对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文

件，对党的民族工作的理论发展和指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问题大纲》首次确立了少数民族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目标。王德三在其中明确指

出，“少数民族在农运中是一支有力的军队”，这从根本上明确了云南少数民族革命的性质，为党在

云南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明确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之下的平等自由结

合”“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平等地位”，这些都体现出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目标雏

形。“云南党部应该注意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少数民族在农运中是支有力的部队”“领导少数民族

打倒土司、分配土地”等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政策上，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认识，也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南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人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研

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典范。

从《夷经》到《少数民族问题大纲》，王德三作为云南早期党组织领导人，认真地将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云南少数民族斗争实践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探索和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为党的民族问题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寸新元（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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