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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
》，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
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
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
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
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
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
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
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
出版社出版。
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
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盛世修史、修志，这是中国的传统。
由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出版时间长，涉及地区广，出版单位分散以及受当时环境条件局限，
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体例版本不统一；二是有些解释不准确；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实行改
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为适应民族工作发展和民族问题研究的需要，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国家民委决定从2005年开始对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修订再版。
　　这次修订再版的总体原则是“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本，增加新内容”，统一由民族出版
社出版发行。
其中：　　《中国少数民族》的修订，旨在原版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结构，更新有关数据和资料，吸
收最新研究成果；增加各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发展成就。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修订，本着“适当修订、适量续修”的原则，对有明显错误的内容
、观点、表述进行更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史实予以补充。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修订，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历史、
地理、经济、文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成就和经验，新编1987年以后成立
的16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概况。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修订，旨在改错，增补新的研究成果，增写《满族语言简志》
，并合订为6卷本。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的修订，主要是尊重史实，修正错误，增加注释。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修订再版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有关地方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
界的广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央党校、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黑龙江
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民研所、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新
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哈尔滨学院、吉林民研所、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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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博物馆、广西民研所、甘肃党校、凉山大学、中国教育部语工委、云南语工委等单位的民族学、社
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的专家学者以及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共1000余人积极参与了修订工作，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
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修订再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将以更全面更完整更科学
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李德洙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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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国家民委对《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修订的指示精神，遵照学校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们组成了
《哈尼族简史》修订课题组，从2005年底开始进行修订工作。
　　该项目是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其课题组由马廷中（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姜定忠（
哈尼族，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李维纪（西南民族大学教师）和王尔松（哈尼族，中央民族大
学教授）4位同志组成。
马廷中同志主持修订工作，负责修订提纲的拟定、原有部分的修订、续修第八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
节第二大目、第二节（与李维纪合作）；姜定忠同志续修第八章第二节、第九章第一节第一大目、第
三节；李维纪同志续修第九章第二节（与马廷中合作）；简史的原作者之一王尔松同志修订第七章第
五节的语言文字部分。
姜定忠同志做了通稿工作。
全书最后由马廷中同志通纂并定稿。
　　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对原有的语言文字部分作了较大的修改；对原有的文学艺术部分作了一些修
改和补充；对其他部分修订不多，有少量补充，对个别错字进行了订正。
　　在修订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到北京向《哈尼族简史》的原作者严汝娴老师、王尔松老师等征求修
订意见。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严汝娴老师，她对修订工作给予了细心的指导，并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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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口分布和语言　第一节 人口和分布　第二节 自然环境和物产资源　第三节 族称和语言第二
章 族源和迁徙第三章 传说中的原始社会和向阶级社会的过渡第四章 大渡河、金沙江及乌蒙山区的“
和泥”奴隶制　第一节 唐代乌蛮仲牟由的遗裔“和泥”　第二节 乌蒙山区和泥族的奴隶制　附：有
关哈尼族的一些资料第五章 六诏山、哀牢山和泥族封建领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　第一节 封建
领主制度的形成和六诏山各部和泥族由统一到分离及融合于他族　第二节 哀牢山因远、思陀、溪处、
落恐各部领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地主经济的出现附：土官龙在田以及赛典赤招抚罗繁的一些资料第
六章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节 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
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第二节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阶级斗争的深化　第三节 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的开
展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面貌　第一节 在外族封建领主统治下落后因素残存较多的地区　第二
节 由封建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的地区　第三节 地主经济地区　第四节 家庭、婚姻与生活习
俗　　一、家庭、家族和村寨　　二、婚姻和丧葬　　三、物质生活　　四、宗教信仰与节 日　第五
节 科学知识与文学艺术　　一、创造梯田　　二、历法、医术与文化　　三、语言文字　　四、文学
艺术第八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人民政权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　　一、
红河州哈尼族地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　　二、墨江人民政权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
第九章 新时期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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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族源和迁徙　　哈尼族的早期活动在汉文史籍中少有记录，本民族也没有文字可供探究
。
但目前还广泛流传着的口传史仍多少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实际。
借助于口传史，把它和散见于汉文史籍中的零星材料联系起来，还略能恢复其历史面目。
　　前述哈尼族各历史名称的出现及其分布地的变换，反映了该族历史上的迁徙流动情况。
毕约、惰塔2个名称，晚近才载于民国方志。
据民国《新平县志》和民国《墨江县志稿》，毕约、惰塔分布在哀牢山西麓新平县地区和墨江县境内
。
毕约又作碧约或必约，惰塔自称豪泥、黑泥。
　　哈尼、糯比、路弼、卡惰、罗缅5个名称，首见于清代文献：　　清雍正四年（1726年）《古今图
书集成》卷一四七六《临安府徭僮峒蛮考》引康熙《蒙自县志》说：“窝泥，自呼哈泥，蒙邑有河泥
里即其居也。
”康熙壬辰（五十一年，1712年）《蒙自县志》卷一《图考》说：“县治河泥里远在江外。
”按河泥里为该县所辖13个编里之一，当地所谓江外即礼社江之西哀牢山东麓今元阳县境。
河泥即和泥，河泥里显系所居河泥人而得名。
哈泥也作哈宜，雍正《临安府志》卷七说：“窝泥，⋯⋯自呼哈宜。
”乾隆四十年（1775年）胡蔚校订《南诏野史》“窝泥”条说：“有和泥、斡泥、哈尼、路弼等名，
⋯⋯又有一种名糯比与此同，其生者名哥泥，亦名阿黑。
”“卡惰”条下说：“亦名卡高。
”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四“种人”条下说：“糯比，：元江有之，即阿泥之别种。
”又说：“卡惰，元江有之”；“罗缅，禄劝亦有之”。
《元谋县志》载，武定、禄劝亦有罗缅。
《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五六○《元江府·土司考》亦载有阿泥、卡惰、糯比，并说：“糯比即阿泥之
别种。
”道光《云南通志》卷二八三《南蛮志》引《伯麟图说》、《元江州志》、《他郎厅志》诸书说；“
糯比即窝泥之别种。
”是阿泥即窝泥，而糯比自称哈尼即哈尼族，无所谓“别种”。
罗缅自称和泥即哈尼族。
据上列史料，除罗缅分布在滇北禄劝、武定、元谋外，其余绝大多数分布在哀牢山，与今哈尼族聚居
状况相符。
　　罗缅（自称“和泥”之一）散布在滇北武定、禄劝，其余几乎全集中于哀牢山。
倭泥、窝泥、俄泥、阿泥初见于明代文献：明景泰（1450-1457年）《云南图经志书》卷六《钮兀长官
司》下说：“其民皆倭泥。
”《明实录》卷一○六《宣德（1426-1435年）实录》：“钮兀长官”下作“和泥”，《明史·地理志
》同司下亦为，“和泥”。
天顺（1457-1464年）《大明一统志》卷八七《钮兀御夷长官司》下作“倭泥”，按其四至，在哀牢山
西麓今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以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北部，东北与红河县思陀土司境毗邻。
同书同卷《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下说，其境亦有倭泥，即在今西双版纳地区。
　　明天启（1621—1627年）《滇志》卷三。
说：“窝泥，或日斡泥⋯⋯临安郡属县及左能寨、思陀、溪处、落恐诸长官司，景东⋯⋯皆有之。
锷嘉县又日和泥，⋯⋯阿迷州称阿泥。
”临安郡属蒙自县的江外和左能、思陀、溪处、落恐均在哀牢山下段东麓，锷嘉在上段东麓，上段西
麓即景东。
同书同卷《教化三部长官司》下说：“土官荞乍和泥人。
”又说：“数十年来，广南沙、侬以征戍窃据其地，窝泥弱而无谋，为所并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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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三部和广南在滇东南六诏山区，教化三部在今文山即六诏山南麓；广南即今广南，在六诏山北
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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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二——《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共计55本，于上世纪80年
代陆续出版。
该《丛书》记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出版后受到广泛
关注和好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鉴于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已积淀为各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多年来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新成果，为适应民族工作发展的需要，国家民委决定对《丛书》进行修订、再版。
　　这次修订工作本着“适当修订，适量续修”的总原则进行，有明显错误的，改错；可改可不改的
，不改；争议较大的不动，用注释加以说明；适量增加必要的新内容。
我们委托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黑龙江社会科学院
组织专家学者对原版《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有关内容进行了重新考究，作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
，特别是增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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