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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
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
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
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
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
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
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
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
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
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
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
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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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正文由十一章构成,分别描述了和分析了红丰村仡佬族的村寨历史、生态环境、民族人口、经济
发展、社会政治、婚姻家庭、法律与社会控制、民族文化、风俗习惯、教育和科技卫生等方面的情况
。
需要说明的是，与原来的调查大纲相比，书中未设专章描述和分析有关宗教的情况，只是将涉及原始
宗教的内容分别放到本书的“风俗习惯”和“文化”部分。
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红丰村的仡佬仅仅在一些节庆活地劝中保留着的原因主要是红丰村的仡佬族仅仅
在一些节庆活动中保留着部分原始宗教的仪式，很难将这些宗教仪式从佬仡族的风俗习惯和一般文化
内容中提取出来单独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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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现代农学的角度看，仡佬族农民采取的生计方式有以下优势：首先，仡佬族的早包谷种植时间
要比同一自然背景下的汉族农田提早5～10天，尽管当地早春寒频发，但早包谷种在已经长出的洋芋地
中，洋芋植株对地表的覆盖作用可避免地表过分降温，可以防止冻坏包谷和其他作物幼苗，确保苗齐
苗壮。
其次，由于实施的是混合种植，同一地块中并存的农作物抗低温抗旱抗病虫害的能力各不相同，即使
一、两种作物严重受害，也不至于影响整体产出水平。
再次，由于实行的是即种即收，可以有效地避开自然灾害，即使遇到严重伏旱，地表植株全部枯萎，
也可以收割充作饲料，然后补种荞子，降低损失。
最次，在地中混种的各种作物，植株高低错落，生长季节相互交错，实行随食随收，不仅可以增加农
田的透光通风能力，还可以节约水肥消耗，有效地控制各种作物的均衡产出。
实际上，这种耕作办法的真正弱点不在于产出水平，而在于劳动力投入太大。
但不可否认，它是在高海拔缺水山区最佳生态适应的生产方式。
　　（三）对各种动植物进行有效护持和利用　　典型的固定农耕生活会孕育出含混的“杂草”观念
，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农田中长出的一切植物，只要不是人为播种的农作物，都被视为杂草，都需
要斩草除根。
在当地的仡佬族观念中，不仅没有杂草观，却稳定地延续着“护持观”。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几乎每一块庄稼地里，都零星地长着一两颗漆树。
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要在庄稼地里种漆树？
得到的回答却是：“漆树不是我们种的，是我们‘护’下来的。
”原来，掉落在庄稼地里的漆树树叶可增加土壤的肥力，另外，漆树租给别人割漆汁，隔年割一次，
每株还可有5～10元的收入。
当然，他们决不会在庄稼地里护太多的漆树，这是因为漆树多了会影响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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