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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
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
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
刊共有84种145本。
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
步，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
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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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8）凤翥村本主庙本主为赤子老公公，又称赤子龙王，但同时供风伯两师。
每年正月初八庙会，会期三天。
本村另有土地庙，内供唐李密将军，参谋张某，相传李密战死，参谋张某遂坠井自杀。
现凤翥后山还有张的石墓。
村中另有尼姑庵雨花寺，内供观音老母。
雨花寺由陶家建，明代陶升庵当官。
二月十九日为雨花寺庙会。
（9）凤仪城关皇堂会迷信活动概况凤仪城每年五月十五日，举办一种迷信活动——皇堂会，又称请
醮会。
迎王天君即王灵光和殷元帅即殷焦。
殷焦为主帅，殷焦下有马、赵、康、殷四帅。
殷焦由人装，用轿抬，但并举行降神仪式。
皇堂会由凤仪城东南西北四条街轮流办，实际上由凤仪县绅士主办。
农村参加玩灯耍龙。
正月十五为正会，从十二开始到十六结束。
十六晚送龙船，各家在门前烧一堆松毛火，鸣枪、鸣炮，目的是祈求全县全年清吉。
其经济由皇堂租和皇堂捐开支。
土地称皇堂田，每年由办会街道经管，五六月收豆，十冬腊收米。
早在头年十冬腊月便开始准备。
殷太子叫帅老爷，在正月十五日抬殷太子纸像游街。
抬阁共八抬，每抬抬一男一女，内容为西游记、白蛇传，男女儿童化装坐于木架上。
各村来耍龙，耍狮子，庆祝皇堂。
由道士举行降神仪式，由四个人骑在四匹马上。
实际上，道士在莲慈会起着主导作用。
皇堂会活动纯属迷信，解放前完全为当地官绅地主所操纵和利用。
此外，凤仪城五佛寺和城隍庙，县官每年正月初一、十五要拜城隍庙。
供太上老君，归上迎风、下迎风、上锦场、下锦场、阜城村、富城村、阴阳山七村轮流办。
除下锦场为汉族，阴阳山为傈僳族外，其余五村为白族。
另有五佛寺一座，庙会在二月十五日。
由各村轮流主办，每村办一年。
五佛庙有庙产土地，作办会开支。
东岳庙供天皇、地皇、人皇（天皇为玉皇张大帝，玉皇为张有人）。
黄飞虎为地皇，管阴朝。
东岳庙会为三月二十八日，三天，二十七日开始。
有庙田，设会首，由附近各乡轮流办。
城隍庙由外五门办，五月二十八日庙会，主要由汉族大营村办。
综上所述，风仪城乡白族包括居住在该地的少数汉族，崇拜本主的活动，内容异常庞杂，综合了巫教
、道教和佛教的一些内容，在解放前无疑符合于封建统治者需要，所以崇拜本主的活动才更多得到统
治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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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集共选编了三十二篇有关彝、白、傣、藏、苗、纳西、傈僳、景颇、阿昌和基诺十个民族的习俗和
宗教信仰的调查资料。
习俗和宗教是每个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宣传无神论，克服陈规陋习和
宗教迷信观念，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须历史地了解每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
我们将1960年到1983年的调查资料，选编成这个集子，供民族工作者参考。
在编辑中，张建华和刘刚同志帮助我们看了有关基督教的调查稿。
刊用的照片除去四幅选自《人民画报》和《云南画报》外，余为邱宣充、朱恩常、刘扬武、李承镛、
崔梦樵和吴有诚等同志所摄。
在组选照片时得到熊长麟同志的协助，谨致谢意！
由于调查资料搜集不够广泛，整理水平参差不齐，缺点错误一定不少，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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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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