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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写以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为指导，立足于当前我国
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近年来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充分吸收借鉴了近20
余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本书客观准确、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我国佤族这一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反映了近50年的发展概貌
和成就，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
     《佤族简史》自1986年出版迄今，已经有21年。
在这21年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佤族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取得了显著成绩，发生着沧桑巨变。
为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佤族社会蓬勃发展的历史风貌，根据国家民委
的部署，西南民族大学组织和实施了这次修订《佤族简史》的工作。
    本书的修订是国家民委重点项目。
参加本次修订工作的人员有：田继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罗之基(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学初(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张立辉(西南民族大学副研
究员)。
云南省民委办公室主任刘继红先生、云南民族大学葛锐博士(佤族)等人，也部分地参与了本次修订工
作。
    出于行文有证、言之有据的考虑，本次修订过程中，除征引了《西盟佤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
社1998年版)、《沧源佤族自治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佤族地区各县近年来的《统计年
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原始材料外，还曾参阅和引用了罗之基著《佤族社会历史
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罗之基等著《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西
盟县佤族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李洁著《临沧地区佤族百年社会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版)、赵富荣著《中国佤族文化》(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等若干学者所征集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
对此，我们除在正文中注明外，特又在此说明并深致谢意。
    云南省民委副主任岩秒先生(佤族)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审读书稿，在此特向岩秒先生表示由衷的
感谢！
    由于我们收集的资料有限，研究不够深入，水平也有限，加之时间也较紧迫，修订和续修工作都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错误，欠妥疏漏之处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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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特征的阿佤山边缘地区的佤族    一、班洪佤族社会发展特点    二、勐董傣族土司直接统治下的佤
族  第二节  进入封建地主社会的镇康、永德地区的佤族第六章  当代佤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佤族地区的解放与社会变革    一、佤族地区的解放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佤族地区的人民政权建设    
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行    四、民族工作的初步展开    五、农业生产的初步发展    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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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成就第七章  改革开放以来佤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第一节  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    一、农业经济
体制改革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二、工业经济的新局面    三、商业贸易的发展  第二节  社会事业的全
面进步    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    二、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三、医疗卫生事业的
继续进步    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    五、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第八章  社会习俗及其变迁  第一节  
物质生活    一、居住    二、饮食    三、服饰  第二节  婚姻    一、一夫一妻制和同姓不婚    二、恋爱方式
、结婚与离婚    三、转房制和姑舅表婚    四、佤族婚姻的现代变化  第三节  丧葬  第四节  宗教    一、佛
教在中国佤族地区的传播    二、基督教在中国佤族地区的传播后  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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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前佤族社会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19世纪以来佤族社会的发展　　自19世
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一百多年来，佤族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一变化是由于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关系的加强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引起的。
同时，由于各族人民问的相互影响程度不同，也使佤族社会原有的发展不平衡更加明显化了。
　　居住在镇康、永德地区的佤族，自元明以来，就和傣族、汉族形成交错杂居的局面。
由于他们较早地接受了傣族、汉族的先进文化，形成了佤族的先进部分。
明末清初，镇康佤族已从刀耕火种的农业过渡到犁耕农业。
①由于长期受傣族的影响和傣族土司的统治，这部分佤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也逐渐纳入了封建领
主制的范畴。
此后，汉族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汉族封建地主的经营方式便逐渐瓦解和排斥着当地的封建领主
制经济。
清光绪年问（1875--1908年），镇康改土归流，这标志着封建地主制代替了封建领主制，当地佤族以
及其他民族也就步入了地主制经济的范畴。
　　在西盟、沧源及其周围各县居住的佤族，在这一时期与汉族、傣族和拉祜族的关系也加强了。
这不但是因为这三个民族已日益迁居阿佤山区，而且下面几件事实对佤族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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