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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完徐志远教授的《佤山行——云南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1956-1957）》，我不禁击节称好。
我被作者在佤山的经历所感动，被作者记述的20世纪50年代佤族社会文化所震憾。
我毫不犹豫地与云南大学出版社联系，安排这部重要的民族学著作尽快出版。
　　在本书付梓之际，徐教授请我作序。
这是一部真实生动的民族社会调查实录，不仅极具学术价值，更具社会意义。
当徐教授深入佤山调查时，我还是刚跨入中学的红领巾。
我认真学习这部书尚来不及，岂敢冒昧为之作序！
实在担心，狗尾续貂，有损原著，贻笑大方。
几经推辞，未获徐教授允许，反而索序之命愈迫。
师命难违，只得勉为其难，仅将自己的读后感写出来，求教于徐老师和读者。
　　1956年前后，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民族学与民族史上成就巨大、
影响深远的重要政治工作与学术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必不可少的前提。
经过几年的社会调查所提供的调查资料、研究报告，不仅为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
据，也为中国民族学、民族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还为研究中国古代史、东方民族发展史、社
会演变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学术资源。
历史已经证明，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发展、
民族团结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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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到云南西盟对佤族经济社会进行长期考察的结晶，是一本佤山亲历记。
作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的笔触，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佤
族社会面貌．记录了民族科考人员艰辛的边地生活．体现了他们对事业的执著和对佤族同胞的深情。
    书中对佤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军事攻防、宗教活动、风尚礼俗以及家庭婚丧、文学艺术等都
作了详细的记述；对佤族特有的重大宗教活动“拉木鼓”、“镖牛”、“盖大房子”、“送人头与砍
牛尾巴”有着生动的描写。
近百幅老照片更是难得一见。
全书具有科学性、文学性和可读性．有助于读者对佤族这个古老民族的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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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志远，云南省陆良县人，1934年5月生．1952年从部队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1956年毕业分配到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受派到云南民族调查组，参加对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大调查。
曾对佤族、苦聪人、拉祜族、景颇族进行过深入考察，撰写报告五份，收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资料丛刊》；参与顾问、编导拍摄了《佤族》、《苦聪人》、《景颇族》等民族志电影。

    1986年调曲靖师范专科学校（现曲靖师范学院）任历史系主任、教授，1994年退休。
参编高校教材多部，曾任全国师专史学会理事、全国师专史学会云南分会会长，云南省政协第六届、
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多次荣获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奖、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论文奖和政协优秀提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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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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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广部落  一、我去永广  二、豪华之家  三、边防八班  四、二连印象  五、军事部落  六、永广社会  七
、走出永广  八、告别西盟第四章 西盟佤族社会形态  一、概况  二、原始的生产方式  三、古老的社会
组织  四、姓氏与父子连名  五、家庭、婚姻与丧葬  六、神圣木依吉信仰  七、简朴的物质生活  八、初
始的科学文艺结束语附录：民族志电影《佤族》拍摄提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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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四个民族访问团和两个民族
工作视察组检查民族工作，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及社会制度等，初步掌握了我国少数民
族的一些资料。
　　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即
有关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和上述各种社会形态的过渡形态的具体资料，由毛
泽东同志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同志指导，1956年春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科学调查。
调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当时成立了由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
东、广西八个调查组，有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民族工作
干部及高等院校师生共二百余人。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大调查。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立于1956年夏天，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直接领导。
地址在昆明市翠湖东路12号（今为翠湖南路2号）。
当时从有关业务和行政部门抽调了十多名干部组成，侯方岳任副组长（这部分人称为“长工”）。
1956年8月，以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教授为组长的云南民族调查组成员十余人抵昆，我作为当年
唯一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也在9月22日报到（这部分人称为“短工”）。
同时，从云南大学请了杨垄、方国瑜、江应棵三位教授参加，并从中共云南省委、省边疆民族工作委
员会、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作家协会、省文化艺术联合会及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等单位借调一
些干部（这部分人称为“临时工”），组成一个拥有数十人的单位。
下设佤族、景颇族、傈僳族三个组，也称第一分组、第二分组和第三分组（后来又增设了傣族、拉祜
族等组），我被分到佤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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