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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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套丛书是2003年7月——8月通过对全国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后完成的。
与在云南进行的调查一样，全国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
一个“深入”。
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点上进
行深入的调查。
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
俗习惯、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
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的综合。
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论理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
、旅游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学、遗传
学、建筑学的人员参加，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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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9年到1960年，八井村自己修建了一个小型水电站，供八井大队社员照明使用，前后共持续6年
左右，后因水的落差小，机器老化，电不够用而停办。
20世纪70年代末期，八井大队第一生产队自己搞柴油发电，供本生产队20来户照明使用，持续不到两
年就停办。
1991年7月1日是八井畲村高兴的日子，这一天全村通了电。
小获村比八井村早一年通电，而竹里村和横埭村则比八井村晚了几个月。
电费为每度l元。
2001年福州市全市供电联网，八井畲村从此用上了比较方便的电网农电，且电费较便宜：每度降到0.5
元。
　　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八井村民都住半山腰，那里水井比较多，村民们都是自己从水井里挑水吃。
1979年，村民雷德明第一家把新房盖在山下平地上来，到1986年前后，村民们感到居住山上生活不便
，陆续把新建的房屋修建到比较平的山下来，也就是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由于村里建房的宅基地是经过审批和规划的，因此比较有序，这为后来水、电、路“三通”改造带来
了极大的方便。
1995年，村里开始筹划安装自来水，把山上的井水通过管道接进家里，1996年完工通水。
2000年下半年，村里进行自来水改造，得到了罗源县民委的扶持。
新增加了水源，新安装了铁管。
至此村里用上了方便的自来水，水费是每吨0.3元。
　　在八井村附近，除了小获溪外，还有一些其他水资源，如八井村西北的白鹭坑山中有一股即便是
大旱之年也能终年不断的泉水。
从八井村远远望去，它在白鹭坑口跌落，形成一条瀑布，神似一只向东北昂起头来召唤同伴的白鹭。
由于小获溪上游苏区水库成了专供城关居民用水的水库，八井村民也没有钱向水厂购买自来水，所以
，现在这条白鹭坑的长流细水就成了八井畲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八井村畲民把它引入自我建立的
水厂的蓄水池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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