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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傣族村社文化研究》一书是在作者毕生研究傣族历史与文化，发表不少论著和《傣族社会研究
》、《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等专著的基础上，花费大量精力，对社会改革前傣族的农村公社制度
及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而完成的。
全书观点明确，资料丰富，行文流畅，可读性强。
总的说来，本书有下述几个特点。
　　第一，结构新颖，涵盖面广。
全书以村社制度为经，贯穿于经济制度、生计方式、政治法律、社会习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传
统文化的诸多方面。
抓住特点，娓娓道来。
篇幅虽多，但并无零散之感。
　　第二，内容上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主，兼及德宏、耿马、孟连以及新平、元江、金平等边疆及内地
傣族地区，照顾到点面结合，使读者除对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有较深入了解外，对整个傣族地区亦可获
得宏观认识。
　　第三，行文方面，叙述中时有议论，且有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例如针对傣族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进行社会经济结构改革与合理利用资源的建议，在现代化建设中
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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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傣族村社文化研究》一书是在作者毕生研究傣族历史与文化，发表不少论著和《傣族社会研究
》、《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等专著的基础上，花费大量精力，对社会改革前傣族的农村公社制度
及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而完成的。
《傣族村社文化研究》观点明确，资料丰富，行文流畅，可读性强。
总的说来，《傣族村社文化研究》有下述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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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成章，1951年出生，重庆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1 95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西南民族中专业。
主要专著有：《傣族社会研究》、《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及出版合著多部！
在国内外发表有关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论文50余篇。
承担联合国教科文、泰国泰国史中文资料委员会及国家院、所调查研究项11项。
曾受聘为泰国总理府泰国史中文资料委员会编审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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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村社土地制度的演化　　近代以来，傣族社会经济仍处于封建主义生产范畴，截止社会改革
前，整个傣族地区的土地制度虽然属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因各地封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土地所有
制形态有所差别，依其发展水平的顺序，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领主经济基本保存的地区：包括西双版纳、德宏、孟连、耿马等地。
但水平也不平衡，西双版纳领主土地所有制比较完整，而且较完整地保留着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
孟连、耿马等大部分地区及德宏的遮放、陇川、瑞丽一带，基本上保留着领主土地所有制，但已产生
了某些地主土地所有制因素；孟连、耿马的另一部分地区及德宏的盈江、潞西、梁河各地，地主土地
所有制形态已较为明显，但领主土地所有制仍有残余形态存在。
　　西双版纳实行封建领主大土地所有制，在这里一切土地皆属于最高领主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
之主”，又称“宣慰使”）所有。
但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情况下，领主要经营所有的土地，只有利用个体小农经济的力量，即农民
的劳动，才能把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农经济结合起来。
这样，召片领占有和各勐（“勐”意为地区；一般一个坝区就是一个勐，是仅次于召片领之下的一级
地方政权。
一勐之长，即“召勐”。
）领主制下的领地，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农民地段和领主地段。
据统计，前者在西双版纳约占总耕地面积的86％，后者约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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