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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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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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草地社会情况调查　　第二章 政治情况　　草地藏族分成数十部落，各部落设有土官，由“老民
”、寨首协助之，较大部落则设有头人、秘书、管家，除直属部落，还有附属部落。
寺院也辖有部分百姓及若干部落。
　　部落成员对部落及成员对成员之间，均有一定义务，部落内部强调团结与秩序，部落对成员负有
保护责任，部落内部的纠纷由土官、“老民”调解。
大部落有司法制度，有监狱与刑具。
部落备有武器以自卫，部落间因抢掠和争夺草山，以及大部落统治者扩充势力造成很多纠纷，使部落
间结成友谊或姻亲关系，也有小部落投靠大部落以求保全的。
　　部落的草山和土地所有权由土官掌握，若百姓请领使用，须为土官服劳役、交粮或酥油。
除大部落外，阶级矛盾一般不太明显，在部落关系紧张和民族隔阂较大的情况下，内部亦由之而增强
了对土官的信赖。
　　草地藏族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明清两代的压迫造成恶劣的民族关系，藏族不断反抗，尤以咸
丰年间的“庚申事变”（1861年）规模较大，辛亥年藏族进攻松潘，配合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
国民党政权的统治，除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外，并对农牧区公开进行武装抢掠。
红军经过草地后，国民党挑拨民族关系。
直至1950年解放，经过人民政府三年来大力宣传政策和实际行动的影响，建立了相当于专区一级的自
治政府，藏族当家做主，民族隔阂逐渐消除；藏族人民的生活也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得到改善，经济
和文化工作都次第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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