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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
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
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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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
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
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
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
社出版。
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
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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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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第一部分土司资料选编一、土司由来及其统治（一）土司、土目及其与黑彝等的关系1．土司
来源安学成的祖先原来住在武汉，汉族。
元朝时，封在贵州毕节。
明朝时，封为贵州镇雄蛮部府土司（叫水西土司）。
当时，云南贵州边境有三大土司，除安家外，还有威宁杨昌府和昭通乌蒙府两大土司。
明朝末年，战争四起，安学成的前十六代祖先安岗被封为元帅，带兵百万，被吴三桂战败后，长子阿
之立阿阳（汉名安获洁）领百余人逃进凉山，入赘沙马家。
沙马家在明朝时封为最大的土目（相当于千户侯），有的传说是土司。
当时有一个名叫沙马日博拉口日的人当土目（或土司）。
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莫吃树阿亚，招安岗的大儿子上门，于是安家（指安岗家族，下同）得以顺利
进入凉山。
入赘后，安家改姓沙马（现在安登俊、安登银、安学成等都姓沙马，汉姓安）。
沙马家也是外来汉人进入凉山的。
据说安家在进入凉山以前，凉山早已有土司制度。
清朝初年，曾经改土归流，引起凉山乱过一次。
后来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御封凉山四大土司：（1）四川凉山宣抚司——即原来沙马家土司。
由安家继承。
土司印现在安登俊手里。
（2）阿都正长官司——即岭家土司。
印在岭邦正手里。
（3）阿都副长官司——即都家土司。
都家绝嗣后，由安家继承。
印现在安学成手里。
（4）凉山安抚司——杨家土司。
印在杨代蒂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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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集材料来源主要是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取材于《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凉山西昌彝族地区土司历史及土司统治
区社会概况》和《四川彝族近现代史调查资料选集》等三本资料。
这三本资料是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彝族分组于1956年至1960年调查整理的。
参加调查的同志很多，根据记录可查者有如下同志（以姓氏笔画为序）：马德真、瓦渣木基，王若琴
、王景阳、王淑惠、王晓义、文达遵、玉文华、孙代生、冉光荣、刘炎、张光显、李仲舒、李志纯、
李绍明、汤约夫、吴觉非、吴延才、吴世泰、陈永龄、陈汝聪、陈能坚、肖远煜、肖秀梧、郑观卫、
罗运达、周锡银、胡宜柔、洪涛、姚立信、钱安靖、夏康农、郭孝儒。
担任翻译的同志有：王诚汉、龙正秀、张学安、陈万全、胡志全、惹尼呷呷、蒋汉超。
参加整理材料的同志有：王晓义、玉文华、刘炎、李绍明、吴世泰、张光显、陈汝聪、陈永龄、周锡
银、洪涛、胡宜柔、钱安靖。
另一部分材料是四川省档案馆提供的，即由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四川省档案馆共同整理的《清代冕宁
彝族档案选编》。
本书照片由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提供。
此次出版时，由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周锡银、冉光荣负责编选、校正。
编辑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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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中国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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