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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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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黎族简史》讲述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为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迈进，我们决定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
早在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
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
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
编写各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到1959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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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翻了身的农民带着从地主豪绅手中没收得来的地契、借据、账本、刑具等等，欢天喜地来到县城
的广场，集中焚毁，欢庆土地还家，热烈庆祝土地革命的胜利。
　　在全岛秋收起义革命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崖县东部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得到迅速发展。
1928年初，崖县藤桥的党组织发动了三百多黎、汉族农民武装，解放了藤桥市，成立了中共藤桥市委
员会和市农民协会。
同年2月成立了藤桥市苏维埃政府，接着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另外又派出一批党员到黎族聚居的仲田岭，发动黎族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建立了党小组，组织了农民
协会和农民武装，为以后开辟仲田岭根据地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928年春，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全琼苏维埃会议，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由王文明任主席，
并颁布了各项革命法令，以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琼崖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海南岛的土地革命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但是，这个时候党内一些领导人对革命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地把革命引向反动派统治薄弱的
农村，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积蓄力量，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
；反而决定举行&ldquo;全琼大暴动&rdquo;，继续组织主力向城市进攻，把目标放在加积、海口等中
心城市。
1928年2月底，驻在陵水县城的东路工农红军根据特委的指示，分南北两路向崖县和万宁进军。
南征的一路到藤桥市后与当地农军会合，并吸收了自动前来要求参战的黎族武装农民二百多人，迅速
攻克了榆林港和三亚镇，准备直捣国民党南路剿共总指挥兼崖县县长王鸣亚的老巢&mdash;&mdash;崖
城。
但是，北上进攻万宁的一路工农红军，由于沿途遭遇敌人援军的截击，又与从六连岭出击万宁的琼崖
工农红军主力失去联系，只得转移到万宁与乐会县交界的分界市附近等待援军。
南征到达三亚镇的工农红军得悉北征红军受挫的消息后，便抽调主力北上支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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