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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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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书籍目录

红军长征过寻甸回族地区情况调查　一、红军长征过寻甸　二、红军两次解放寻甸城　三、“红军绝
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　四、六甲阻击战　五、革命的火种　六、斗争求解放红军长征过云南回
族地区　一、红军一方面军过回族地区概况　二、红二方面军过回族地区概况　三、红军过回族地区
的历史意义云南回族人民的好儿子马登云马登云烈士革命事迹简介滇南鸡街、沙甸地下党工作回忆　
一、转移农村开展农运　二、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农村青年　三、建立群众组织教唱革命歌曲发展革命
势力　四、尊重民族习惯做好统战工作　五、积极发展“民青”慎重建党　六、成立鸡街区委开辟农
村新据点发动农民配合大军南下歼敌阿佤山班弄回族历史调查　一、走向阿佤山　二、生根开花繁荣
兴旺　三、可怕的悲剧沉痛的教训　四、结论是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南华县五顶山瓦谷佐村回族社会历
史调查　一、 瓦谷佐村概况　二、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三、彝、回、汉各族人民联合起义进行反清斗
争　四、解放后三十多年曲折发展的道路　五、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及其家世
　一、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二、郑和的家世杜文秀起义历史资料八件　一、杜文秀与“白旗”革命政
权（上）　二、杜文秀与“白旗”革命政权（下）　三、朱庆椿　四、刘尚中　五、杨承露　六、张
谓川　七、毛玉成　八、沙铁嘴与李四狗　九、附录杜文秀起义在鹤庆　一、回族迁入鹤庆的记载和
有关历史情况　二、咸丰同治年间鹤庆发生的“红、白旗”战争　三、白旗军在鹤庆大事记宣威回族
反清武装斗争史略咸、同年间迤东地区回族抗清概略　一、东川汤丹回族抗清的活动　二、马连升起
义　三、后记咸、同年间河西东乡坝“回汉互保”事迹国内外知名的经堂教育家马联元云南回族先哲
马观政先生　一、“丙辰之变”目击者　二、不畏权势清理“绝业”　三、志在“振学”鞠躬尽瘁　
四、顾全大局消弭隐患　五、两袖清风遗爱人间爱国民主人士马伯安先生孙继鲁纳汝珍云南回族史料
辑　一、《镇南州志略》卷之六　二、刮付　三、札　四、札　五、杜文秀起事原因　六、杜文秀后
裔的有关材料　七、先贤保老师祖墓碑序　八、三年来之明德学校大理分校　九、五年来的大理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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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回族文物的类别　三、介绍几种同云南回族有关的文物　四、对征集云南回族文物的几点建
议茂克回族乡情况调查　一、基本情况　二、生产生活情况　三、文化教育　四、急需解决的几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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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念“尼卡哈”（举行结婚仪式）云南回族科技人员近年来的部分科技成果马筱春与国货后记
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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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红军长征过寻甸回族地区情况调查　　马开尧　　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委纵队
和一、三、五军团长征过寻甸①。
时隔一年，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又经过寻甸。
红军两次经过，历时11天，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贺龙、任弼时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寻
甸留下光辉的足迹，播下革命的火种。
以及红军战士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不仅激励寻甸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还将继续鼓舞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夺取更加辉煌
的成就。
　　一、红军长征过寻甸　　1935年4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五次
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
集中全力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
攻贵阳，“调出了滇军”。
乘云南空虚之际，挺进云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现了毛主席摆脱敌人、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战略
计划。
4月23日，以一军团为左翼，中央军委纵队居中，三军团为右翼，五军团殿后，九军团在右侧牵制敌人
，进入了曲靖地区。
中央军委纵队、一、三、五军团经富源、沾益、曲靖、马龙，4月28日进至寻甸。
上午，中央军委纵队从曲靖西屯出发，经马龙县的鸡头村、王家庄一线，抵达寻甸县的鲁口哨、大汤
沽、阿乡、水平子一带宿营。
次日，鲁口哨国民党团防兵丁被红军缴械，一军团部及主力部队由鸡头村出发，行经马龙县城，至寻
甸草鞋板桥（现属马龙，改名红桥）住下。
一师二团进到塘子、山西一带宿营。
三军团主力部队由马龙的黄家冲、黄泥塘一线，移住寻甸高田、戈夸一带，九军团继续留在宣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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