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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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勐海县巴达区帕勒寨调查　　帕勒寨距巴达区委会约20华里，地处国境边沿。
解放前全寨有37户，其中7户是外来户，尚未形成“戛滚”（氏族），其余30户全是一个“戛滚”。
　　据老人们说：帕勒、帕得两寨原是由两兄弟发展形成起来的。
帕勒是哥哥，帕得是弟弟，当他们都有了子女后，就析产分居，逐渐形成两个“戛滚”，所以直到今
天，帕得寨有什么重要事情还要来征求帕勒寨的意见。
　　一、解放前社会经济情况　　（一）土地制度　　帕勒的土地属于村寨公有（实际上为一个氏族
公有）。
全寨土地分为几大片，每年只耕种其中的一大片，每大片又分为若干大块，几户人家为一组开种一大
块，另几户人家又为一组开种另一大块。
各组在头人主持下划得土地以后，在组内先用藤子量地，平均分配给各户使用。
凡劳动力较多、土质较贫瘠的可以多分些，劳动力少、土质肥沃的则少分些。
耕种过一年的土地，随即抛荒，多数要等待十二三年后再重新分配使用。
　　刀耕火种的土地，在每年春耕前，先由头人“格乃”选择一份，格乃说：“我爱上这片土地了。
”于是大家就先给格乃划出他所“爱上”的地段，由格乃耕种。
然后格乃根据当年全寨土地占有和分布情况，和寨老们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某块土地可以由几户
人去耕种，另一块土地又可以由几户人去耕种。
商量定夺以后，格乃召开会议，向大家宣布商量的结果，于是群众就自愿去组织垦种。
　　棉花地是由寨头人“召曼”管理。
分地前先由召曼表示他想种某块地，然后在老人指挥下，大家给召曼划留一块，其余土地由大家分配
使用。
　　外来户也同样享有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
　　春耕前，各户把土地丈量分定后，随即用刀砍出界线，并以石头或树木为界标，日后各户再分头
砍树烧山。
因大森林区不好丈量，所以在砍树烧山之后，还允许纠正偏差，稍加调整。
　　解放前夕，若全寨的土地分配后还有剩余，可租给曼卖兑寨耕种一段时期。
租金支付办法是由曼卖兑代帕勒交纳国民党和土司所摊派的捐税若干。
如果来年曼卖兑人不再砍种时，可由帕勒人自愿去耕种，秋后每挑种土地交两挑谷子给曼卖兑，国民
党和土司的摊派款仍由曼卖兑缴纳。
如果曼卖兑人砍树超出了预先规定的范围，帕勒的头人就要过问，并追加租金。
　　（二）农具和耕作技术　　帕勒寨布朗人播种时已用带小铁铲的竹棍戳洞（南木令寨和缅甸边境
的布朗人仍沿用不带铁的木尖棒或竹棒戳洞下种）。
小铁锄用作薅草。
镰刀割谷用。
晚近以来，本地铁匠也能打制小锄、镰刀等农具，但他们都没有脱离农业生产。
农闲时，铁匠去帮人家打制铁农具；农忙时，人家又来帮他干农活，以此换工互助。
　　解放前，帕勒寨没有水田，旱谷地和棉花地也都不用锄挖，完全实行刀耕火种。
　　在正常年景，最好的旱谷地每挑种可收获20挑；一般旱谷地每挑种可收获15挑；劣等地每挑种只
能收获7～8挑。
　　旱谷播种后，从出苗到抽穗一般要薅三道，禾苗长到二寸左右薅头道，长到一尺多高时薅二道，
快出穗时薅第三道。
　　播种时的窝距和每窝放籽种的多少，视土地的肥瘦和阳光照射状况而定，瘦地的窝距约半卡③（
拇指与食指张开的距离为一卡），肥沃土地的窝距约一大卡。
木尖棒戳洞的深度约一寸左右。
帐据土地的向阳程度，热山每窝下种籽3～4颗，冷山每窝下种籽7～8颗。
　　（三）纺织　　纺织是妇女们的事情，她们通常利用农闲或在出工、下坝赶街的路上，边走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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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锤（“格仑”）纺线。
纺锤呈圆轮形，中央有一小孔，插入一根削圆的两端稍尖的竹竿，竹竿上部顶端削出一小齿钩，用手
转动纺锤，就可把棉花纺成线，绕在纺锤柱上，再将纺好的线头卡于齿钩上，线就不会松散了。
线纺好后即可在古老简陋的织布机上织成布。
这种布可用来做布袋（oiler）、裹足布（Wer）、背小孩的背带（Hereho）、包头巾等物品，但还没
有用来缝制上衣和统裙的。
　　织布机的构造和织布方法都很简单。
前边用一根碗口粗的、五尺长的竹筒横拴在两棵柱子上，又将纱线叠作双层可在此竹筒上滑动，作为
经线。
靠近织布者这一端也有一个较细的竹筒把纱线绷紧拴在妇女的腰部，经线的中部夹层中还安置一个小
竹筒和竹棍用来上下分纱。
妇女坐于小矮凳上，双足向前方蹬紧，然后用左右手来回址将细竹棍引线穿纱，同时还要用双手操纵
挡纱板不断把纬线挡紧。
在这种织布机上，若是不停顿地工作，每人每天能织出一市尺宽的白布七八市尺。
　　（四）渔猎、采集和交换　　狩猎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以下几种：对于虎、豹、马鹿、麂子、
野猪等大型动物，有的猎人用暗箭射杀。
捕捉麂子时，有的设置暗坑，即在土坑上安置一个绳套，绳的另一端拴在压弯的木枝上，并将坑掩盖
起来，麂子踩到暗坑，坑边的树枝立刻往上弹起，猛地把绳套拉紧、收缩，使麂子四足朝天，无力挣
扎。
捕杀马鹿、麂子等动物，还有一种办法是将一滑坑设置在野兽经常路过的地方，坑内安插若干竹尖桩
。
野兽滑落下去即被刺伤而不能动弹。
为了预防路人误伤，猎人常在坑之周围插上十字形标志，过路人见着路标，知道有危险，即可绕道而
过。
　　对于虎豹等凶猛野兽，有的猎人利用大树压榨，即在村寨附近安置一间小厩，厩内拴只小猪或小
狗，厩门里边放一木板连接着滑动机关，当虎豹等闻家畜叫声前来捕食时，踩到木板，大树就猛地压
下，恰恰正中颈项。
人们还掌握着马鹿喜饮人尿的特性，在村边放一桶尿，夜间当马鹿前来觅食时，就用事先伏下的火药
枪射杀。
也有的猎人事先埋伏在热水塘边草丛中，马鹿来饮水时，即开枪射杀。
　　全寨性的男子出猎活动，每年都有一、二次。
凡远行出猎，通常就在野外住宿并烧竹筒饭吃。
集体打猎，有所分工：有的人负责带着猎犬轰撵，有的人负责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用枪、弩伏击。
狩猎时，负责轰撵的人在林间乱吼乱叫或吹起牛角，猎犬则四处寻找线索，若发现野兽足迹或嗅到野
兽气味，马上狂叫起来。
这时，野兽往往受惊逃窜，轰撵者乃向伏击的人发出呼号，指示野兽逃跑的方向。
打中野兽之后，将一份里肉分给击中的人，其余的兽肉又分为三份，打中者得1/3，剩余的2/3完全按
平均原则进行分配，猎狗也要分得一份。
兽头则由击中者拿回家中煮熟，请大家会餐。
出猎的众人打到野兽归来，到了寨边，立即鸣枪向全寨人报喜。
众人听到枪声，跑去迎接，因而分肉时每人也得一小份，即使是小动物亦要分给一点点。
若是单人出猎，打到小兽扛回家里，前来观看者也分给一小点，打到大兽需请众人抬回寨里，分肉时
自己得2/3，帮抬的众人得1/3。
兽头则由打中者煮熟后请大家来吃一顿，席上并加一份剁生肉。
布朗人认为“分配公平合理，下次才能打得着野兽。
”由于人们的氏族观念很深，所以即使单人出猎打到的野兽，在分得（大）兽肉的2/3。
中，猎者也要一一分送给自己的氏族成员和亲戚，因而分得的兽肉，很快也就分光吃光了，最后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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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兽皮归他自己。
众人出猎所得的兽皮则平均割成若干块，每人分一块，一百人出猎，就分成一百小块。
他们说：“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　　猎人常用弩弓捕杀松鼠、山鼠等小动物，用细绳套扣小雀，若发现竹鼠洞，就用锄挖。
　　捕鱼一般是凭手摸捉或用网捞；分叉的河道，则阻其一道，斛干河水再捕捉；在水口处安放竹编
的鱼斗（“时酿”），鱼儿顺水溜进斗中，欲出不能。
有趣的是一种原始的不用钩的钓鱼法，即用一截顶端分叉的Y形木棍，每叉上拴一根六七寸长的鱼线
，再将此线从泥鳅的口中直穿到尾部打结。
涨水时，将此诱饵放进河水中，鱼来吃饵时，钓鱼人右手拉回木棍，左手用圆形布袋插入水面把鱼儿
捞到岸上，据说这种方法每次可钓鱼数斤；在枯水季节，有的人则将一种有毒的藤子砸烂，放入水中
，鱼中毒后即漂浮于水面。
　　采集物的品种很多，采集野竹笋制成笋干（“阿榜”）；采蘑菇（“塔仑”）煮吃或剁细生吃；
采芭蕉心煮熟后舂细吃或生吃；采水蕨菜（“娃格老”）煮吃或生剁吃；采一种辣味藤（“色敢”）
煮熟后掺入米粉，加盐吃。
　　帕勒寨靠近国境边沿。
解放前，这里的群众与缅甸民间有自由的交换关系。
所用铝锅、布匹、碗等物，部分是从缅甸方面输入。
统裙、土锅、土罐等物，则是从境内傣族坝区购买。
布朗人多用自种的棉花、冬瓜或自己采制的笋干、酸笋等物品进行交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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