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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
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
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
刊共有84种145本。
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
步，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
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本次修订再版，在尊重史实，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式的总原则下，主要是订正错误，并
以修订注释的形式增补新的人口数据和地方行政隶属的变化情况。
另外，原书中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因无资料可查核，部分只能保持原貌，仅供参考。
《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牧区社会历史调查》不再单独出版。
新增《吉林省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族
社会历史调查》、《广东海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4本。
修订本合计为86种14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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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羌族地区近代经济资料汇辑　　一、近代羌族地区城镇手工业　　（一）茂县（凤仪镇）　　1. 
黄烟加工业　　近代茂县最大的手工业是黄烟加工。
这种产品在川西一带称为“水烟”。
茂县的烟称为“茂烟”或“州烟”。
　　茂县种罂粟始于何时，据说在清光绪以前即已开始。
当时，有一位从甘肃狄道来的王小刨（非本名，小刨系外号），系刨烟工人出身，到茂后开设了一个
小型刨烟坊，最初仅限于贩运狄道烟来此转售（运来未刨制的，经其刨成成品出卖）。
后来看到这种罂粟行销很广。
约在光绪年间，本地就开始生产。
清末民初是种罂粟最盛时，当时城的周围，众多农户都种黄烟，本城的刨烟坊即用本地烟叶加以刨制
，最盛时茂县城的刨烟坊曾达二三十家。
最大的刨坊有8把刨刀，工人10余人。
每日工作8小时，一把刀可产黄烟丝80斤。
茂县城总共每天出的烟丝达2000多斤，100斤称为1挑，即达200余担（挑）。
刨烟业在茂县曾兴盛一时。
1933年茂县遭受大水冲击，1935年后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使这一手工业从此衰落。
　　总共兴盛了四五十年的时间。
　　刨烟坊绝大多数为外区人开设，又以绵竹、安县、绵阳人为主。
工人亦多为外区人，因为刨制烟叶需要一定的技术。
烟房老板一般只从事经营，而不参加劳动，技工的工资为计件，学徒3年才出师，无工资，只由老板
负责简单的衣食。
当时茂县的刨烟工人，连学徒在内，总共计五六十人，加上杂工共百余人。
　　由于茂县土壤适于种罂粟，种出的烟叶味浓而香，故能获得广大的销路。
当时“茂烟，，除以少部分供应本区所需而外，绝大部分皆为外销。
“茂烟”销路主要有三路：一为川南一途，销售自贡、威远等处盐工；一为川东一道，供万县等地川
江航道的船工吸食；一为川北一路，为潼川（三台）、顺庆（南充）等地城镇及农村所需。
据云，当时为运销t?茂烟”，茂县至绵竹及成都途中，每日之背夫络绎不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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