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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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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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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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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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版纳景洪曼暧典寨土地关系初步调查  一、几种土地类型的情况  二、各类土地的性质、历史演变及其
内在联系  三、村寨内部的阶级剥削和解放前后的变化  四、阻碍生产发展的几个因素版纳景洪戛东行
政村头人情况初步调查  一、景洪的土司制度  二、戛东行政村的头人情况  三、村寨当权头人的情况版
纳景洪戛东、戛洒两行政村十七个寨子社会经济初步调查  一、村寨间的一般情况及土地占有形式  二
、阶级分化和占有生产资料情况  三、各种剥削关系  四、解放后各阶级的公粮负担及其总收入支出情
况西双版纳宣慰使司署及勐景洪政治情况概述  一、古老的历史传说  二、封建领主统治机构的组织情
况  三、封建领主直接统治的景洪西双版纳召片领封建统治组织有关调查资料  一、议事庭  二、波郎  
三、版纳  四、郎目乃  五、卡西双火圈  六、“领囡”分内、外和分划“火西”  七、三老四练勐量洪
的土地情况调查  一、土地占有及使用情况  二、占用土地的几个问题勐景洪农村内部阶级分化情况  一
、阶级分化的社会背景  二、土地的类型及性质  三、土地占有情况  四、土地典当、租佃及地租剥削形
式等  五、耕畜占有及牛租剥削情况  六、农具占有情况  七、雇佣情况  八、借贷关系  九、商业、手工
业与农业分工情况  十、现阶段阶级分化的特点勐景洪傣族社会经济情况调查  一、村寨(等级)之问与
村寨内部土地占有及变化情况  二、封建领主的繁重剥削及其组织的危害性  三、村寨内部的阶级分化
勐景洪各个农民等级调查材料  一、鲁郎道叭等级调查  二、傣勐等级调查  三、傣勐等级负担情况  四
、领囡等级调查  五、洪海等级调查勐景洪典型寨调查材料  一、曼达寨调查  二、曼播寨调查  三、曼
令寨调查  四、曼陇匡寨调查  五、曼景栋囡寨调查  六、曼弯寨调查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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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富农虽增加了一倍的户数，出租土地只增加30纳，但是却减少了20％，这说明富农的土地已
有了增加；而租人较解放前增加不到1倍的户数，却增加了1倍以上的土地。
从租出租人两方面的情况比较来看，说明租出土地是富农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一种方式；而富农租
人土地则是利用雇工经营，是对农民进行剥削的又一种方式。
　　（2）中农的租出数解放后较解放前户数和土地都增加了几倍；但其租入户占有土地的百分比却
减少了15％左右。
租人户数和土地较解放前也增加了几倍，其占租入的百分比却减少了35％左右。
说明中农的土地有了大量增加，是生产情绪不断提高的结果。
　　（3）贫农的租出数，户数和土地都增加了60％以上，其出租数占贫农阶层所有土地的百分比却减
少了60％～70％，但占出租本户土地的百分比未变。
租人数的户数也增加了将近1倍，田数却减少了100纳，而占本户田的百分比却又增加很大。
以上两个方面情况说明：贫农解放以来，虽短缺耕牛农具，但农业户已增加不少，因而，经营的土地
数也有增加。
其租人土地所占百分比所以增加而无减少的原因，主要是解放后部分农户已上升为中农，而基数较前
已经减少了。
　　（4）雇农解放后也增加了1户，出租土地70纳。
贫民则是出租户减少，土地增加。
　　（5）小贩与土地出租者的特点是：解放前后都是租出不租入，解放后租出数还有增加。
　　以上说明，各阶层（尤其贫农以下阶层）解放后乐于接受“份田”的户数已有了很大增加。
　　（6）从表内看出租人多，租出少，其原因是：各阶层租出土地以单户建立的租佃关系较多，而
各阶层租入的土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寨为单位建立的集体租佃关系，而又按户分配的。
因而造成调查统计数字不符。
　　据不完全的统计，解放前单户建立的租佃关系，约占全部租佃面的20％，解放后的占40％左右。
解放前以寨为单位建立的租佃关系，约占80％左右，解放后约占60％。
说明这里的租佃关系是以两寨为单位建立的较多，单户的租佃关系，也多发生在两寨之间，由于村寨
之间土地占有不平衡而发生“富寨子不要”，“穷寨子租不到”的特殊情况。
　　以寨为单位和以户为单位这两种不同的租佃形式虽都是实物地租，但各有其特点，前者佃权较稳
，租额较轻，一般不超过总产量的15％。
租谷不分，多由头人掌握，用于宗教活动开支；后者则佃权不稳，租出户之所在寨在调剂土地时，可
以随时拔佃，租额很重，一般是活租对分，由田主直接向佃户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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