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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
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
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
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
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
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
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
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
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
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
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
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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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民族村寨调查（27册）是云南大学组织多学科力量编写的一套对云南2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全面调
查材料，内容包括各民族村寨的人口、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法律、婚姻家庭、教育、宗教、科
技、卫生、生态等方面。
这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村寨基本状况的一个生动缩影，是全国继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之后又一次大规
模民族调查的丰硕成果，它对了解和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现实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现实
意义。
25个民族共2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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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诞生以后，牧民们才改变了过去那种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关心鄂温克游牧民族的定居问题，为了实现“人畜两旺”的既定方针
，“定居游牧”很快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种定居游牧形式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纯粹的游牧，把聚居点的集中固定与场地放牧结合起来，做到
了人畜两利，因为有老话讲“游而不居人遭罪，居而不游畜遭罪”。
　　当时的辉苏木就是定居游牧的一个试点，在政府的组织帮助和财力支持下，鄂温克牧民很快就基
本实现了定居。
辉苏木定居户高达95％，一些牧民建起了土坯房，无土坯房的也用毡包（亦即蒙古包）定居下来。
据1957年7月统计，全苏木有土坯房86所，毡包130个①。
从此定居游牧开始走近牧民生活，逐渐取代千百年来居无定所的游牧形式。
广大牧民也因此尝到了定居游牧的诸多好处：　　1.定居所修建的土坯房，不仅节省毡子，而且房屋
宽敞明亮，透光透气，保暖舒适。
定居地周围还可种菜打井，方便了牧民的吃菜和饮水需求。
　　2.定居后，老弱妇孺不再像过去那样随牲畜游动，特别在严冬季节不再受寒冷侵袭了。
还由于牛粪集中，不必套车拉运，因而节省了车辆和人力。
　　3.定居下来，牲畜也有了固定的圈棚，储备羊草，能抵御风雪灾害的袭击，同时有利于防止狼害
。
譬如，近几年来，辉苏木政府就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为乌兰宝力格嘎查和其他9个嘎查的72户牧民新建或
修缮了圈棚，平均每户150平方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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