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13位ISBN编号：9787105088072

10位ISBN编号：7105088079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民族出版社

作者：《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编

页数：218

字数：37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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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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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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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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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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
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本《丛刊》的资料收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地区和单位集体进行的。
早在解放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
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
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党中央指示，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
，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
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过程中，又作了必要的调查。
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这对我国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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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噶宗调查材料　　二、生产力　　（一）土地情况及农作物　　东噶宗境内河渠纵横，颇富水
利灌溉之便。
旱地较少，浇地约占全部土地的8/10，山地极少，土壤多属黑色壤土（滨河地带有砂质壤土），土质
尚称肥沃。
据说堆龙曲北岸的土壤比南岸更好一些，当地人民习惯上把土地分成四等，一等地都在堆龙曲北。
　　本宗计算土地的单位，有以下几种。
　　1.以藏克种子计算土地面积：播种一藏克种子的土地面积，称为一克地。
这是最普通的土地计算单位。
　　2.岗：是支差地的单位，一般分为两种。
　　（1）差岗：为领主支一份差役，领主授给一个单位面积的土地叫做“差岗”。
差岗有大有小，以东噶宗各谿卡的乌拉差岗而论，每岗约合7～8藏克种子，据说最早规定每岗为30藏
克种子，但是今天东噶宗的政府差岗每岗是50～60藏克种子。
虽然差役的负担贫富都是一样，但是富者的差岗地总比贫者为大。
　　（2）玛岗：为藏政府支一兵差，藏政府授给一个单位面积的土地，叫做“玛岗”。
玛岗地要比差岗为大，一般约是20～25藏克种子，但因多年来玛岗地已经和各种差地混在一起，不容
易分清，因而每个玛岗地的具体藏克种子单位面积很难确定。
　　东噶宗的主要农产品有：青稞、小麦、蚕豆、豌豆、油菜子等。
作物产量每藏克地平均可产15～16藏克，中常土地可收7～8藏克，下等土地若有水利灌溉可收3～4藏
克。
　　蔬菜主要有萝卜、白菜、马铃薯等，葱很少，莴笋因受土壤限制不易长大，莲花白（包心白菜）
尚没有人会种。
种蔬菜主要是为了自己吃，出卖的很少，蔬菜的种植在整个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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