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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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修订再版，在尊重史实，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式的总原则下，主要是订正错误，并以
修订注释的形式增补新的人口数据和地方行政隶属的变化情况。
另外，原书中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因无资料可查核，部分只能保持原貌，仅供参考。
《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牧区社会历史调查不再单独出版。
新增《吉林省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族
社会历史调查》、《广东海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4本。
修订本合计为86种14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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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基本情况的报告　　杨静仁　李子杰　邓锐龄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位于
青藏高原的东南部，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辖20县及一个色达地区。
人口约52万，其中藏族42.6万，占82％；汉族8.2万，占15.2％；彝族1万余人，占2％；其他几种散居的
民族成分不到1％。
　　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在3千米以上。
大雪山和沙鲁里山纵贯全境；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为境内主要河流。
气候随海拔高度而变化，康北一带，每年春冬两季，大雪封山，气温常在摄氏零下十余度。
境内可耕可牧之地，共约占总面积的40％，不能耕牧的荒山、河流约占40％，森林地带约占20％。
　　原始森林分布甚广，种类有杉、松、桦、白杨等。
树木的年龄许多在五六百年以上。
矿藏亦甚丰富，已知者有铁、铜、金、云母、石棉、硫黄等。
　　康区藏族与祖国有悠久的历史关系。
汉武帝时，康东及川西北藏族各部首先与我国的中央政权发生联系。
隋时，吐蕃势力扩展到金沙江以东地区，康地诸部落纷纷求庇于内地。
唐时设“诸羌州168”，以“遥领”康东及川西北各部。
唐末，中央政权势力减弱，康地各部落又先后臣属于吐蕃。
元初统一了全国，在康区因其旧制，设置“土司”。
明沿用元制，无大变化。
明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征服康地，中央政权不暇过问。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出兵打箭炉（即今康定），清朝势力始达雅砻江以东地区。
雍正五年（1727年），清军大败和硕特部，统治范围扩大到整个康区，并将昌都地区及金沙江以东各
土司地划归四川管辖，于是中央政权的力量逐步深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强力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康区及川西北土司概
行废除，宣布藏区土地为“朝廷”所有，并将土司的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
旋因清廷被推翻，土司纷纷自行恢复。
以后，变乱叠起，昌都地区也归西藏所辖。
当时中央政权仍对土司头人采取羁縻政策，以维持其统治。
1935年国民党派刘文辉入康，1939年西康建省。
国民党统治时期，极力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康地人民在国民党当局和土司、头人的压迫下，痛苦极深
。
自清末以来，帝国主义势力以传教、考察等方式逐步侵入，活动甚复猖獗，直至1950年3月，西康藏区
获得解放，结束了国民党的统治，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从此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
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
　　西康藏区社会基本上仍停滞于封建社会初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奴隶制残余或多
或少地还存在着。
全区除康东大部分地区外，仍保持着领主制。
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牧场，为土司、头人、喇嘛寺所占有，不能买卖。
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人格上依附于封建主。
封建剥削是建立在直接的统治和隶属关系上，并用超经济的手段来强制实现的。
土司、头人的“官寨”，既是封建政府，又是封建主收取租税和发放高利贷的办事机构。
这里的农民，既是封建主的臣民，又是他们的农奴。
农奴必须世代为土司、头人、喇嘛寺庙种地、当差、纳税、出征。
力役地租或赋役制、实物地租或年贡制同时并存。
惨重的封建剥削（在解放前还有对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负担）不仅剥夺了农奴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也
剥夺了大部分必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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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每年缴纳各种租税和出各种负担外，所余粮食不足半年食用，生活极苦，且大部分无力进行再生
产。
在这种情况下，约有90％的农奴不得不忍痛向封建主求借年利率50％的高利贷粮食，这就更加重了农
奴的负担，据估计，农奴负债的数额，平均每户达400斤粮食。
在这里高利贷既是封建主剥削农奴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把农奴束缚在土地上的一种重要手段。
农奴在半饥半饱的生活中，生产的兴趣自然很低，技术的改善也就不被重视。
所以藏区的农业在解放初期仍以木犁（带有很小的铁铧）、木耙为主要工具，撒播、休耕法占统治地
位，因而农田的收获量平均仅仅为种子的五六倍。
在封建主和国民党政府惨重的剥削下，农奴到了不能生存下去的时候，便相继逃亡异地。
虽然封建主以各种严刑对待被捉回来的逃亡农奴，但仍不能阻遏农奴大批的逃亡。
封建主为了补充或保持足够的榨取劳动力的对象和兵源，就互相“挖墙脚”，即互相勾引农奴跑过来
或以武装抢农奴过来，乃至互相侵占土地。
这样，各土司、头人之间就不断地发生摩擦和纠纷，甚至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这就是藏区层出不穷的所谓“打冤家”事件的根本原因。
封建剥削和打冤家事件使农村生产力遭受严重的破坏，造成土地荒芜，农奴破产的现象。
解放前，一方面每个村都有很多荒地；一方面每个村都有不少没有份地的人。
荒地主要是逃亡农奴抛下的，其次是当地农奴向土司、头人缴纳了很大数量的实物并得到允许后放弃
的。
没有份地的人主要是历来由外区逃来的农奴中宁愿帮人种地，不愿领种份地的那一部分农奴；其次是
当地农户中分家出来的不带份地的幼年子女；再次是上述得到土司、头人允许放弃土地的那一部分当
地农奴。
现在这种没有份地的农奴在康东、康南平均约占全体农奴的10％，在康北不到5％。
　　作为康区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喇嘛教，在人民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上每件
重要的事都要请喇嘛打卦或念经。
一般藏族家庭中有两三个男子就要送一个甚至两个去当喇嘛，这在实际上，成为藏族人民的一种义务
。
现全区共有喇嘛寺庙约350余座，喇嘛约5万人（占藏族人口11％）。
寺庙以地租、高利贷、商业和布施等形式惨重地剥削着农奴。
农奴对宗教的负担一般占其全年收入的1/4甚至1/3。
喇嘛寺庙对于生产方面的禁忌甚多，仅就农业来说，就有如下几条：（1）不准开种神山和放生地。
（2）不准除虫。
（3）忌施人粪。
（4）忌引水灌田（他们认为灌田会杀死田中的虫类，与教义“戒杀生”不合）。
藏族人口稀少、劳动力缺乏、生产落后和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些禁忌对于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
很大的阻碍。
　　藏区社会多年以来并不是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和国民党的统治与附近的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不能
不对它发生深刻的影响。
现在西康藏区虽然基本上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但各地情况不完全相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别
。
大概说来，有如下三种地区：　　第一，康北大部地区和康东、康南一小部分地区（包括康北邓柯、
白玉、德格、石渠、新龙、甘孜、色达的全部，康东丹巴、雅江和康南理塘的大部或一部分）：在赵
尔丰“改土归流”后不久，这些地区的土司、头人都很快地自行恢复，以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承认土
司、头人的权利，以维持自己的统治。
现在这些地区土司制度还比较完整地存在着。
土地分为两种：土司、头人、寺院自己使用的土地和分给农奴使用的土地。
农奴也分为两种：专门为土司、头人、寺院种地当差的农奴和不专门为土司、头人、寺院种地当差，
而只是每年向他们缴纳一定粮食、酥油等实物和服一定劳役（包括种地）的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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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在各地名称不一，在康北地区一般称为“科巴”，人数约占全部农奴的40％。
他们大部分时间无偿地为封建主种地或服劳役，以不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小块份地上耕作，这样他们为
自己的劳动和为封建主的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分开的，封建主对他们的剥削形态主要是力役
地租或赋税制。
此外，这部分农奴不另向政府出负担。
后者通称“差巴”或“差民”，现约占全部农奴的60％，他们主要耕种自己的份地，但要为封建主上
粮、支差，这样，封建主对他们的剥削形态是赋役制和年贡制并用，而以赋役制的比重较大。
这部分农民除向封建主出年贡和赋役外，还要为国民党政府支差纳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差巴对政
府的负担，较之对封建主的还要重些）。
　　总之，在上述地区内，力役地租或赋役制占统治地位。
农奴——无论是差巴或科巴都世代地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在人格上依附于封建主。
土司、头人和喇嘛寺庙可以对他们任意鞭笞，只是一般不处死，但差巴比科巴有较多的经营自己经济
的自由，在人格依附的程度上也较轻些，如封建主可以把科巴转让、赏赐、赠与、陪嫁，对差巴一般
不能这样做。
虽然差巴和科巴是有区别的，但他们之间，并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线，如在土司势力较强的德格地
区，有的差巴就往往变为科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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