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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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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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土家族的族源  第一节 土家族的族称与族源    一、土家族族称的演变    二、土家族族源诸
说  第二节 土家族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一、湘鄂渝黔边区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二、土家族的传说时代    
三、巴人的早期活动    四、定居在湘鄂渝黔边区的巴人第二章 封建社会前期  第一节 隋以前的土家族   
一、秦至隋时土家族的政治    二、秦至隋时土家族的经济    三、汉至南北朝问土家族的反抗斗争  第二
节 唐宋时期的土家族    一、唐宋时期土家族的政治    二、唐宋时期土家族的经济    三、唐宋时期土家
族的反抗斗争  第三节 封建社会前期土家族的文化与习俗第三章 封建社会后期  第一节 元明清土司统
治时期的土家族    一、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土司的统治    二、封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的出现    三、元
至清初土家族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    四、土家族在抗倭斗争中的重大贡献  第二节 改土归流以
后的土家族    一、改土归流的原因及其实施    二、改土归流后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    三、反封建的白
莲教起义  第三节 封建社会后期土家族的文化    一、土司统治时期土家族的文化    二、改土归流后土家
族的文化第四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期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土家族    一、清末民初土家族地区的政
治    二、帝国主义侵入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  第二节 土家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鸦片战争和八国联
军侵华时土家族的英勇斗争    二、反对外国教会，保护民族权益    三、清咸丰、同治年间土家族人民
的反封建斗争    四、土家族人民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  第三节 清末民初土家族的文化第五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期  第一节 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土家族    一、辛亥革命中的土家族    二、民国
时期土家族地区的政治    三、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经济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土家族人
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土家族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家族人民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家族人民    四、土家族人民参加抗日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第三节 抗战前后土家族的文化    一、革命烈士的作品    二、民间歌谣    三、民间传说故事    四、曲艺
和戏剧第六章 社会主义时期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家族    一、土家族地区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
建立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土家族地区的政治    三、新中国建立初期土家族地区的经济    四、新中国
建立初期土家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第二节 改革开放时期的土家族    一、改革开放后土家族地区的政治
变革    二、改革开放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西部大开发与土家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第三节 社会
主义时期的土家族文化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土家族文化的革新    二、改革开放后土家族文化的现代
化第七章 土家族的传统文化  第一节 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    一、民间口头文学    二、民间艺术  第二节 
生活习俗    一、节日    二、婚丧礼俗    三、习惯法及禁忌  第三节 宗教信仰  第四节 土家族传统文化的
弘扬与创新    一、土家族传统文化创新的主要表现    二、土家族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特点土家族历史
大事年表主要参考书目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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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土家族的族源　　第二节 土家族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一、湘鄂渝黔边区古人类活动的
遗迹　　湘鄂渝黔四省接壤地区的人类社会历史，随着该地区古人类及伴生动物群化石的发现，已较
我国古文献记载的时代大大提前，证明这个地区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
　　我国古人类学者于1970年夏，在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发掘出南猿、巨猿和20多种伴生动物的化石。
其中，在和巨猿化石同一层位里，发现有3颗高等灵长类的下臼齿化石，另外，在巴东县中药材经理
部发现1颗下第一臼齿化石。
这4枚化石经有关古人类学者鉴定，确认是南方古猿类的4枚臼齿化石。
这些牙齿的大小和形状与巨猿或大猩猩的下臼齿不同，与齿冠咬合面脊纹复杂的猩猩和黑猩猩的下臼
齿也不同，具有齿冠褶皱比较简单，齿尖较尖较高，齿冠较长，牙齿硕大等特点，可能与南猿较为接
近。
南猿隶人科，其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晚期。
鄂西建始、巴东等地南猿的发现，说明了鄂西远在更新世的远古年代，可能已有最早的古人类在那里
生存活动。
　　1956年，在长阳县下钟湾的一洞穴堆积中，发掘出以1件残破的左上颌骨和1颗左下前臼齿为代表
的“长阳人”化石。
长阳人的上颌骨鼻腔底壁不如现代人那样弯曲；犬齿隆凸显著，上端超过其鼻腔底，可见其齿根发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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