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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地进行民族政策

的宣传教育。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各民族共同繁荣

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我国宪法庄严载明：“中华人

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

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

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

裂的行为。”因此，各族人民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和思想文

化工作者，都必须十分珍惜各民族的团结，从大局出发，自

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做到这些，关键在于各级党

政组织和群众团体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视民族团结

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

要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发[1987]13号)文件精神，对各族人

民特别是广大汉族干部、群众经常地、深入地进行民族政策

和法制教育，牢固地树立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观

念，提高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宣传报道和文艺作品影响

面大，做得好，就能大大促进民族团结，反之，则会给民族

关系造成损害。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部门要把这些教

育同本部门业务工作的实际联系起来，更多地了解民族情况

，提高民族政策观念，树立尊重少数民族、全心全意为各族

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要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以防止偏离



政治方向，损害民族团结事件的发生。二、坚持文艺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深入了解和正确反映少数民

族的生活。希望各民族的新闻、报刊、广播、影视、出版、

文学、艺术工作者，多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体验生活

，全面、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思想和愿望，

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着重反映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

成就和先进事迹，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

义的生活风貌。凡涉及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习俗、信仰

等方面的内容，本着“趋利避害”原则，充分考虑社会效果

。各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方式，是由本民族的

居住环境，发展进程等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形成的。对此，要

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不能不负责任地猎奇、主观臆断、

以偏概全，更不能加以丑化。文艺作品，如无太大把握，一

定要征询当地宣传、统战或民族工作部门的意见；涉及重大

问题的，要送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当然，主要还是依靠新

闻、报刊、广播、影视、出版部门等有关单位建立岗位责任

制，严格把关。三、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反

映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和史学研究，常常要碰到历史上的民

族关系问题，主要是汉族同诸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去认识，贯彻民

族平等团结的原则，自觉反对和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正统观念

，同时，也要防止民族主义偏见。在我国历史上，存在着各

民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各民

族共同缔造了祖国，共同促进了历史的进程。过去，由于阶

级的存在，民族压迫制度的存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

等的。存在着民族对抗和压迫。国家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



分裂的，甚至发生过民族间的战争，但这种战争，是国内中

华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带有国与国之间的侵略、被侵略的性

质，但有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的区别。应以此观点评

价、描述各民族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以及民族间的关系。总之

，要坚持古为今用，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宣传报道、文艺

作品、史学论述，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各民

族间的凝聚力，激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忱，发展社

会主义民族关系。四、掌握好政治问题与学术(艺术)问题的

政策界限。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

有丰富多彩的资料可供研究书写。如果基于不良动机，攫取

某一点妄加渲染，或道听途说，编造一气，发表丑化、侮辱

少数民族人民的作品，这就不是学术(艺术)问题了，应当坚

决反对和制止。当然对这类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一般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提高认识，接受教训。如果

是有意丑化、侮辱少数民族，情节严重，造成恶果的，要追

究党纪、政纪直至法律责任。对于民族研究中的学术问题，

如从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的角度，

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风习、

宗教、人物以及民族关系方面的事件等进行探讨，从而产生

不同认识是自然的，正常的，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鼓励和支持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以马列主义为

指导，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交流。即使出现错误观点，

也不要乱戴帽子，强加于人。要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各少数

民族某些风俗习惯和生活观念确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新闻

报道、艺术著作和创作，只要不是有意歪曲、恶意贬损，而

是根据历史和现实善意地真实地予以表现、叙述，就不要上



纲上线，横加指责。当然，作为研究者和作家个人，对自己

的学术观点和文艺作品将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要有足够

的认识。要注意内外有别，内部研究与公开宣传的界限要严

格把握。特别是触及到敏感问题，更要慎于公开发表。五、

及时妥善地处理发生的问题。这次《人民文学》事件，党中

央发现后，即给予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及时妥善地进行了处

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处理这类问题提供了经验。对问

题的处理，做到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合情、合理、合法。首

先，有关领导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断然措施，防止事态扩

大。领导同志要亲自做工作，帮助责任者正确对待错误，虚

心听取少数民族同志的意见和批评。与此同时，要认真做好

有关的少数民族同志的疏导和劝说工作，对他们的正当要求

，应予肯定。如发生争议，还要说服他们按正常渠道提出要

求，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不要提过分的要求和采取过激的行

动。目的是通过对问题的妥善处理，增进各民族的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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