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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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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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内容概要

《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2)》内容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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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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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经济调查总结报告一、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社会经济情况二、封建领主统治及经济变
化情况三、对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看法附录：对当前几项具体工作的反
映和意见思茅地委关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一、基本
情况二、土地改革的任务、要求和具体政策三、基本做法西双版纳二十六个勐傣族村寨所属封建等级
统计一、景洪二、勐海三、勐混四、勐景洛（打洛）五、勐板六、勐宋七、勐往八、勐康九、勐 阿十
、勐遮十一、景真十二、勐满（属勐海县）十三、勐笼十四、勐罕十五、景哈十六、勐宽十七、勐养
十八、勐旺十九、景糯二十、勐很（普文）二十一、景董二十二、勐*二十三、勐远二十四、勐醒二
十五、勐腊二十六、勐捧叭真及其后代的历史散记车里宣慰使（召片领）封头人的委状及其颁发的“
诏书”一、车里宣慰使（召片领）封叭竜的委状二、召片领下达叭奄陇匡的诏书（傣历一三一二年
，1950年）三、“阿牙谢孔”（加封召勐随同委状颁发的诏书）四、保荐书召勐遮所辖地界及解决地
界纠纷纪要（三篇）一、关于召勐遮所辖地界二、解决景真、勐翁和勐遮为安麻山地界争执纠纷事略
纪要三、解决景真妄图霸占景鲁的事略纪要关于“版纳”和“火圈”的一些资料一、几次不明年代划
分的“版纳”二、“卡西双火圈”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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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社会历史调查》

章节摘录

　　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经济调查总结报告　　西双版纳傣族建立政权距今约800年，据《泐史》记载由
叭真“入主勐泐”是傣历五四二年，即宋淳熙七年，1180年。根据我们从1953年到1954年多次全面、
系统的调查：直到解放初期，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基本上保持着较完整的封建领主经济。解放5年来，
封建领主的权力在经济和政治上虽有7"t1{大削弱，但是作为封建生产关系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尚
未发生根本变化。同时，目前大多数的“勐”仍还保持着“议事庭”（封建领主政府）的组织，农村
基层政权基本上仍由领主代理人控制着。　　这份调查总结是根据1953年特别是1954年对景洪、勐海
、勐遮、勐养、勐混、勐笼、勐阿、勐腊等八个版纳的调查，其中：第一部分主要以1948年到1953年
建立自治州以前的资料为主；第二部分主要是以解放后，特别是1954年到1955年的资料为主。另有若
干分勐调查典型寨及专题报告，作为附件。　　一、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社会经济情况　　（一）建立
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主经济　　西双版纳最大的封建领主①，在傣语中称“召片领”，意为“
广大土地之主”。其下各“勐”封建领主称为“召勐”，意为“地方之主”。人们至今生活中常用的
谚语是“南召领召”②，因之，凡耕种领主土地的农奴，必须“金纳巴尾”③。。不耕种领主土地的
丧失劳动力的成年人，也要“色南金，色领带，色的欲的喃”即买水吃，买路走，买地住家，照规定
出成年人一份负担的1／3。正因为土地是领主的，农奴猎获到野象、马鹿或其他野物，必须把倾向地
一侧的兽身奉献给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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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2）》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中国少数民族社
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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