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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
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
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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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台江县巫脚交苗族经济发展状况　　一、概况　　台江县的革东区位于台江县城的东部
，和剑河县紧相毗邻。
解放之初（1949年12月第一次解放，1950年10月第二次解放），革东区包括覃膏、革东、道合3个大乡
。
覃膏乡包括9个行政村，即一村番召、二村方毛、三村代芒、四村鸡甲、五村交汪、六村巫脚交（包
括巫脚南。
巫脚交称为上寨，巫脚南称为下寨）、七村反排、八村巫梭、九村李子。
1953年又把覃膏乡划为4个小乡，即：一村、三村合并为番召乡；二村、九村合并为李子乡；四村、五
村合并为九龙乡；六、七、八村合并为巫脚乡。
巫脚乡人民委员会设在巫脚交。
　　1956年巫脚交范围又加以扩大，除原有巫脚交（包括巫脚南）、反排、巫梭外，又新并入四登、
松巴等2寨。
　　巫脚交位于台江县城东南约25华里处，是一个苗族聚居的村寨。
1956年时共有农业户143户，684人全为苗族。
在苗语4种方言⑩中，此地苗族的语言属于中部方言。
此处苗族衣着朴素，很少花纹，衣服均为藏青色。
此地风俗习惯和清水江流域其他地区的苗族大体上相同。
　　据传说，此地苗族的祖先最初是由江西搬来，中途经过榕江。
许多人反映，很久以前和榕江一带的苗族相互通婚，可能和榕江的苗族是同一支系。
以后经过无数次迁徙来到了台江县的反排，并定居在那里。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苗族社会历史调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