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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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革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风俗　　杀牲送鬼，念经治病，是解放前珞巴族长期流行的风俗
。
人生病了，以为鬼在作祟，于是宰杀大量牲畜，借以把鬼送走驱除疾病，因而浪费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破坏了生产。
这样的落后风俗，是珞巴族贫困落后的原因之一。
　　例如：1965年，穷林生产队达金有病，把家里仅有的4条黄牛全部杀光。
同年，达欣家有人病了，先后共杀了8头牛。
　　1968年，普洛木达玛家里人病了，杀了猪牛共20多头，鸡200只。
　　1967年，次仁的老婆病了，杀了7头牛，一天杀了20多只鸡。
　　以上实例可以看出，杀牲送鬼造成巨大损失。
才召村林东的父亲达波，多年患胃溃疡，原家里有20多头牛，都因送鬼杀光了，病还是不见好；解放
军的医生多次上门给他医治，均被拒绝，认为杀牲送鬼、念经治病是珞巴族的老规矩，吃药不管事。
1966年，达波不幸病逝。
病逝前，还向他哥哥借了10多头牛。
　　1967年6月，才召村林东的妈妈因蛔虫钻进了胆道，病情发作，十分严重，疼痛异常，杀牛杀鸡也
不管事。
当地驻军知道这一消息后，便派医生去治疗。
开始他们一家人不相信能治好，但出于无奈，只好同意试试，看看吃药是否灵。
后经军医治疗后，果然好了，这给一些保守思想浓厚的人以很大的教育。
　　1968年，纳玉村多吉患疝气，经多方动员后，到林芝的部队医院治疗，去时家里人还十分担心他
会死在医院，有去无回。
经一个多月的治疗，多吉平安地回了家。
回到家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到各个珞巴族村庄讲述如何“把肚子剖开，把病拿走”的经过，号
召大家不要搞杀牲治病，要相信吃药。
多吉的宣传影响极大。
　　1970年，穷林村嘎尔鸟的孩子患肺炎发高烧，不省人事，病情十分危急，后来他把小孩送到县医
院治疗，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他为了感谢党的恩情，把儿子取名为“希洛”，意思是从死里抢救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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