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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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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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沧源县班洪寨社会调查　　二、经济　　班洪寨的佤族是以农业为主的个体小农经济。
手工业有纺织和编篾等，都是农暇时的生产活动，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只起辅助作用。
作为家庭手工业的纺织，皆由妇女从事。
所用原料，自种少许草棉，多数从外族购入棉线再自织为布。
衣服、被盖能够自制。
编制竹器者很少，且只能编些粗糙的家庭用具。
在两三代人前，班洪寨也有铁匠，而现在则基本上无人会打铁了，所用铁制工具皆靠外族输入。
班洪寨有一个打制银质首饰的工匠，他只在农暇时打制银器，且多帮人打制，原料由主人出，自己从
中得些工钱而已。
采集在班洪寨佤族经济生活中还起一定作用，特别对贫困户来说更有它的意义。
由于生产落后和阶级剥削，大部分贫困户和部分中等户每年缺粮1～6个月不等。
在缺粮季节，他们则多以采集野菜野薯为生。
狩猎还很普遍，这一方面可以得到些经济利益，同时也是为保护农作物而进行的。
这带地区还经常出现野象群，1958年上半年，班洪寨猎得一只母象。
象肉由全寨分食，象牙和象鼻肉供于班洪王和各衙门。
家畜与家禽的养殖是他们的主要副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起一定的辅助作用。
商业活动在1949年前较为普遍，多往内地与国外进行贸易。
当时从事大小商业活动者，男性成年约占50％以上，且有三四家专以经商为生，不事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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