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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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方方面面的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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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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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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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集共收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8篇。
其中《莲山县乌帕乡乌帕寨社会历史调查》1篇系1957年调查整理，《德宏州景颇族三个点的调查总结
》等7篇系1958年调查整理。
    这些调查资料，过去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室作为
内部资料刊印过。
这次编辑出版，基本上保持原调查整理稿的本来面目，仅删去一些同科学研究无关的资料，订正一些
明显的错误，对一些资料的行文作了必要的润色。
    负责本集资料编辑的是朱家桢，龚荫协助做了一些工作。
由于编者水平不高，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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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乌帕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莲山县勐典文化站乌帕乡的一个寨子，是整个支丹山18个景颇族寨
子中比较大的一个寨子。
该地离国界仅约50里，与缅甸昔马、密支那以至江心坡一带的景颇族毗连（缅北山区大部是景颇族聚
居），他们之间互有亲戚来往。
支丹山外围勐典、勐弄、松园及昔马等均为汉族聚居，也有部分景颇族杂居，与这里只隔一天路程。
过去汉人也多有来这里做买卖的，对景颇族社会发展有一定影响。
离过去盏达土司所在地莲花山（后迁至小平原）约有12里，大部是山路。
过去盏达土司对这里的统治较弱，因而这里的景颇族与傣族土司间的关系不密切。
　　这里的人民主要是耕种山地，以旱谷、大烟等为主。
可开的水田虽也不少，但由于耕作技术的限制及山地兽灾多种原因，水田种植还不多。
除水田、旱地、大烟地外，尚种植苦菜、红米、包谷、苏子、豆类及其他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很少
种植，只有野生的茶树较多（估计可能是过去的崩龙族所种），长得也较好，是今后经济作物中比较
容易发展的一种。
其他山果竹林不少。
由于大批开种旱地，森林已砍伐殆尽，只有寨边路旁、坟地尚有一些大树。
　　大烟的种植，使交换有了一些发展，大多是以大烟换取家庭生活必需品。
手工业很不发达，编织的竹篓主要是自用，很少出卖。
几个铁匠也只间或做些农具修理，他们的生活主要靠农业。
因此，这里的经济主要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个寨子的建立有一百七八十年历史。
以沙文甫曾祖时建有的一座石坟计算。
该坟上刻咸丰四年（1854年），距今103年。
据说此坟是在未死前造的，但估计也不会在死前过早建坟，而沙家是在沙文甫高祖时迁来的，这样推
算起来大约有一百七八十年了。
据说沙家连最小一代已有7代，岳家连最小一代已有8代，每代平均以25年计，也大体相当。
　　建寨初，由李、岳2姓从缅甸昔马迁来，迁来前据说先有佤族住过（遗址不多），继有崩龙族住
过（有遗迹），以后又有傈僳族及汉族来住。
他们来时，这里有40多户傈僳族，因他们见傈僳族有丢荒的包谷地，故取名乌帕。
来后若干年尚无山官，他们怕无官会受其他民族欺侮，于是又去缅甸昔马王地方请排家山官来。
排家山官又带了沙姓董萨一起来，这就构成本寨四大姓，而其中以沙姓为最多。
全寨计有33户，李姓13户，岳姓14户，排姓最少，只有3户（是过去山官家的奴隶）。
全寨共有63户352人，其中男152人、女200人，都是景颇族，只有三四户娶载瓦姑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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