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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世
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等
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共有84种145本。
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为
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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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更正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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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碧江县洛本卓区勒墨人（白族支系）的社会历史调查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　　（一）生产力发展水平　　解放前，勒墨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家畜饲养、家庭副业、林业、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都从属于农业，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
。
他们的经济是一个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发达，还保留了较多的以物
易物的交换关系。
　　勒墨人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甚少。
粮食作物有水稻、荞麦、小麦、大麦、糯谷、天心米、高粱、洋芋、豆类等。
经济作物有麻、油菜籽、草烟等。
1927年他们开始试种罂粟，并获得成功，这是一种可获得高额利润的作物。
当时，虽有禁止种植罂粟的禁令，但偷种和走私贩运大烟的人并未减少。
蔬菜品种有青菜、萝卜、南瓜、蔓菁、葱、蒜、辣子等。
勒墨人原有的传统作物不多，主要有包谷、荞麦、青稞、蔓菁等。
后来，陆续从外地引进了水稻、大麦、小麦、洋芋、油菜籽等。
据说水稻是在解放前50多年从兰坪引进的。
油菜籽是在民国以后从兰坪传人。
从前，勒墨人不种大麦、小麦。
据说是因为他们吃了麦面会拉肚子。
后来才开始引种了一部分大麦、小麦。
经济林木有生漆、桐油、核桃、黄连等。
以前，勒墨人只是上山采集野生黄连。
到解放前40年，从独龙河传人了人工栽培黄连的技术，勒墨人才开始人工栽培黄连。
黄连成为经济价值较大的经济林木之一。
桐油树是在1945年前后从外地引种的。
这些引进的作物不仅增加了勒墨人的作物品种，而且也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
入。
　　我们在这里讲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是指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生产工具，尤其是铁质工具的使用和耕作技术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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