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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族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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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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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六五&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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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修史、修志，这是中国的传统。由于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出版时间长，涉及地区广，出版单位分散以及受当时环境条件局限，难免
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体例版本不统一；二是有些解释不准确；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
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为适应民族工作发展
和民族问题研究的需要，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国家民委决定从2005年开始对《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进行修订再版。　　这次修订再版的总体原则是&ldquo;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本，增加新内
容&rdquo;，统一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　　《中国少数民族》的修订，旨在原版的基础上，
适当调整结构，更新有关数据和资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增加各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
发展成就。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修订，本着&ldquo;适当修订、适量续修&rdquo;的原则
，对有明显错误的内容、观点、表述进行更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少数民族的
发展史实予以补充。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修订，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各民
族自治地方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成就和经验，
新编1987年以后成立的16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概况。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修订，旨在
改错，增补新的研究成果，增写《满族语言简志》，并合订为6卷本。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丛刊》的修订，主要是尊重史实，修正错误，增加注释。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修订再版
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有关地方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
民族大学、中央党校、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
学、、黑龙江民研所、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
、内蒙古大学、哈尔滨学院、吉林民研所、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博物馆、广西民研所
、甘肃党校、凉山大学、中国教育部语工委、云南语工委等单位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
的专家学者以及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共1000余人积极参与了修订工作，各有关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相信，经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修订再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将以更全面更完整更科学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
面前。　　李德洙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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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族简史》

内容概要

《怒族简史》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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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修订，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历史、地理
、经济、文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成就和经验，新编1987年以后成立的16
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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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分布概况、地理及物产  二、语言状况第一章　古代的怒族  第一节　族源  第二节　17世纪
以前的怒族社会  第三节　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怒族社会  第四节　怒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第二章　近
代的怒族  第一节　怒族地区的开发    一、怒江地区的开发    二、殖边队的进入与怒族社会    三、国民
党政权的统治  第二节　怒族人民迎来了解放第三章　建国前怒族社会的经济形态  第一节　生产力发
展水平和原始交换  第二节　土地制度和剥削关系    一、个体农民的土地私有制 　 二、原始公有制　  
三、伙有共耕制  　四、几种原始协作形式　第三节　家长奴隶制的特点及其崩溃第四章　建国后怒
族社会的发展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及发展    一、化解隔阂，实现团结    二、实现民族区域自
治    三、自治县及民族乡的成立    四、怒族干部的培养与成长  第二节　开展社会调查，进行民族识别 
  一、开展社会调查    二、进行民族识别  第三节　人口的发展及特点  第四节　“直接过渡”与经济发
展    一、“直接过渡”至社会主义    二、“大跃进”的错误及其纠正    三、改革开放，激发活力    四、
积极扶植，加快发展  第五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五章　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及精神文化  第一节　传
统的社会组织    一、氏族、胞族及图腾崇拜    二、家族组织和村落公社  第二节　传统的政治、军事和
习惯法    一、传统的政治及军事联盟    二、习惯法　⋯⋯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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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古代的怒族　　第一节 族源　　怒族是怒江两岸和澜沧江两岸的古老居民，他们在澜沧
江及怒江两岸生活的年代已很久远。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下简称&ldquo;怒江州&rdquo;）原碧
江县普乐乡的怒族老人能够背诵出六十四代家谱，并且自称他们是在二十一代祖先时，从兰坪县的弥
洛衣地方迁居到怒江的，进人怒江地区有四十三代的历史。原碧江县第九行政村的怒族老人能背诵自
家四十一代的家谱。根据怒族人自己的叙述，如果每一代人以25年计算，六十四代人共经历了1600年
，四十一代人共经历了1 025年。这仅就怒族人记忆所及的家谱来看，实际他们的历史绝不止此。　　
在怒族人民中，广泛地流传着人类经历了开天辟地和洪荒时代的传说，他们的先民也和其他民族的先
民一样，经历过蒙昧原始的时代，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生存和发展下来。　　从与怒族形成的时代更
为相近的材料来看，怒族的族源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一是来自古代&ldquo;庐鹿&rdquo;蛮的
一支&ldquo;诺苏&rdquo;。今怒江州原碧江县的怒族即来自这一支。另一部分则可能来源于怒江北部
地区、贡山一带自称为&ldquo;阿怒&rdquo;或&ldquo;怒&rdquo;的古老族群，今贡山怒族的先民极可能
是来源于此；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文化交往，使这样两个来源不同的人，在怒江和澜沧江这个大自然的
舞台上，逐渐接近，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逐渐发展，形成了现代的怒族。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缘
故，他们至今各自还保留着自己的某些特点。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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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行，如果没错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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