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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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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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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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都作出过
自己的贡献。
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为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迈进，我们决定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
早在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
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
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
编写各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到1959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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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还有一种新起的意见，认为孟获应是汉族，或是益州郡“大姓”集团的代表人物。
这种意见说：西汉以来，南中出现了一批政治经济很有实力，且拥有私人武装（部曲）的富豪，据地
自保，雄长一方，史称为“大姓”。
其先原是招募实边罪徙西南夷的内地汉人。
《汉书·食货志》说：“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
内。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晋宁郡本益州也。
⋯⋯汉武帝元封二年⋯⋯因开为郡⋯⋯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
”其著名者如吕氏居不韦，其先即秦始皇丞相吕不韦。
东汉末年，吕氏家族成为当地大姓，其代表人物吕闽，“威恩内著”，深受诸葛亮的赞扬和重用。
又如雍齿为西汉开国功臣，雍闽即其遗裔，号称“豪帅”，有相当大的号召力。
至于孟获，既为“大姓”，当与汉族互有渊源。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娄、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
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
”孟获当属其中的孟姓。
蜀汉王朝灭亡后，建宁孟家仍旧人物“辈出”，或任“将军’：，或任“太守”，从未被称为“夷叟
”。
在诸葛亮扶持“南中大姓”问题上，也可以看到孟获与汉族的联系。
如“南征”后，“大姓”们奉诸葛亮之命，以金银财货招徕一些少数民族（“恶夷”）为“家部曲”
，史称这些“恶夷”从此“服属于汉”，足见招徕者应是汉族，其部曲遂有夷汉之分，合称为“夷汉
部曲”。
当然，“大姓”定居云南多年，自然与当地夷人每有通婚，称为“遑耶”，关系特别密切者称“百世
遑耶”，这正是孟获等蒙蔽并依赖的当地民族的武装力量。
然而这种“遑耶”关系并不能把孟获改为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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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傣族简史》（修订本）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此次修订是根据国家民委统一安排部署完成的。
主要是续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傣族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吸收学术界近20年傣族研究的新成
果，对1985年《傣族简史》进行了适当的修订。
　　《傣族简史》前身为1964年《史志合编》，执笔人员有黄惠焜、颜思久、郑镇峰、曹成章、张元
庆等同志。
该书在侯方岳、方国瑜、林耀华、宋蜀华等同志的领导和指导下写成。
刀述仁同志一直参加编写组工作。
　　1985年版《傣族简史》作者名单依所撰章节顺序注明如下：　　黄惠焜同志负责全书的通纂工作
，对全书的体例和文字进行了统一安排和修改。
并且撰写了前言、第一章至第四章，傣族历史大事记；颜思久，第五章；曹成章，第六章、第七章；
张元庆，第八章第一、二、三、五节；第八章第四节请张公瑾同志撰写。
　　《傣族简史》（修订本）以1985年《傣族简史》为基础，组织人力，重新修订。
《傣族简史》修订组成员有：吴建国、赵世林、刀承华、甘爱冬、阳宁东、田蕾等同志，吴建国任课
题组组长。
曹成章、张公瑾、李绍明、郑晓云、岩香宰等同志担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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