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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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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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武定县万德区万宗铺村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第一部分 万德区　　二、生产关系　　（一）生产
资料的占有关系——土地的领主占有制向地主占有制转化的过程　　在解放前较长的一段时期中，本
地区的土地占有形态的基本特点，已经是由封建领主制度往地主经济制度过渡了，越到近代，地主经
济的比重越大。
解放前后的五十年，地主经济已处于主导地位，领主经济随着土司权力的日益削弱而逐渐衰微。
而且土司本来所从事的领主剥削，也日益增加了地主式的剥削成分。
不过直到解放前夕，领主制度虽已成为残余，但由于封建军阀或国民党地方政府对于土司制度的支持
，并与之互相勾结，共同压迫与剥削人民，这就使已被人民打击得残缺不全的领主特权得以部分地时
隐时现地蝉联下来，并_直被视为合法。
因此土司对于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比起一般地主来更为严重、更为凶恶。
　　1934-1935年的反土司斗争之后，土司虽因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而取得表面的胜利，但就整个领
主制度来说，却遭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
土司的政治特权基本上被摧毁。
这为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土司对于农民的剥削基本上相同，可以说已成为一个一般性的大地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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