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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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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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　　二、风俗习惯与文化　　（一）生产状况　　“刀耕火种”是瑶族人
民最普遍的有代表性的生产水平。
瑶族刀耕火种，每种一块地三四年后辄弃之而另选一地种，三年后又复种这块地。
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年代里都是如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傅角令写的《湖南地理志》中
说到当时属于西山的瑶民是“无平畦之民，种土每在悬岩峭壁之间，地质硗确，种三岁则弃焉。
当耕土时，伐其树，薙其草，举火而艺艺，使成灰烬，而为肥质，翻土而耕，一年收获口，二年歉，
三年更歉，因肥尽而土浮，土浮且为风雨所播荡，既不能立足耕作，而农作物亦难滋生，故经三年，
则　　另换新地而耕。
”说明瑶族生产水平长期停滞在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的发展阶段。
　　居住在山区的瑶族人民，还种植各种杂粮，如芝麻、粟米、麦豆、包谷、高梁、荞麦等作物，至
于马铃薯、红薯、山芋等杂粮，瑶人几乎家家都种植。
居住在平原地区的瑶族，也种植水稻。
有些地区春耕由妇女承担，男子在家带小孩、煮饭菜，从事家务劳动。
在垦荒或种植作物过程中，原始氏族社会的集体劳动组织形式，仍然存在。
犁田或锄草，几家伙耕，数十人集体劳动，第一日替这家工作，第二日替那家工作，按次轮流。
击鼓而作，即劳动时有二人提铜锣和鼓，边击边劳动，并同声歌唱。
这种换工的集体劳动，不要工资，只吃一餐饭就行了。
由于瑶族人民有着集体生产的优良传统，因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瑶族人民对集体生产很容易
接受，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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