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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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族名称和民族由来　　（一）民族名称　　黑龙江省富锦县街津口村（现同江市管辖）①
的赫哲族，对本民族自称“那乃”是“本地人”或“土人”之意。
但因这个民族散居于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的广大地区，各地土语方言各异，而民族内部也
有不同的自称，所以“本地人”或“土人”一词，在赫哲族中又有三种说法：居于富锦县大屯溯松花
江上游的赫哲族，自称“那贝”；从嘎尔当至黑龙江沿岸的勤得利村之间者自称“那乃”；从八岔村
顺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沿岸者自称“那尼傲”。
“那”是汉语中的“本地”、“当地”的意思；“乃”、“贝”和“尼傲”都是汉语中的“人”之意
。
所以，从赫哲语的音节上听来，对本民族名称似乎存在着不同的自称，其实，他们称呼的内容，意思
是相同的。
　　赫哲族内部因其来源不同，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他称：由勤得利村沿江上游的人，被其下游的人
称为“奇楞”；上游的人称下游的人为“赫真”。
　　关于“奇楞”、“赫真”的称呼来源有以下几种说法：　　1．勤得利村以上的人称呼下游的人
为“赫吉斯勒”。
按赫哲人的习惯，他们常常根据人们居处的不同方位，作为对某些人的称呼。
在赫哲语中，“东方”和“下游”是同一词语，都称“赫吉勒”。
估计，“赫吉斯勒”可能是“赫吉勒”的变音；因而“赫吉斯勒”可能有“东方的人”、“下游的人
”之意，“赫吉斯勒”的意思是“赫真们”。
所以，“赫真”的意思，可能就是“东方的人们”或“下游的人们”。
　　2．赫哲族中有姓齐的人，“齐”姓在赫哲族中称“奇楞哈拉”。
居于勤得利村沿江下游的人称其上游的人为“奇楞斯勒”，即“姓齐的人们”之意。
为什么他们把所有居于上游的人们都称“奇楞斯勒”呢?可能是这样：氏族组织失去作用后，“奇楞哈
拉”的人，最先在勤得利村沿江上游居住下来，于是居于其下游的人就称他们为“奇楞斯勒”。
后来，“尤可勒啥拉，，及其他姓的人也迁来此地。
但下游的人仍不加分辨地还一律以“姓齐的人们”称呼之。
后来“奇楞斯勒”简称“奇楞”，于是“奇楞”就成了居住此广大地区的人们的代名称。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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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