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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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民族问
题五种丛书》之一。
    本《丛刊》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地区和单位集体进行的。
早在解放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
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
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党中央指示，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
，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
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过程中，又做了必要的调查。
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这对我国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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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资料　　七　1933年兴安两金地区瑶民起义　　一、起义前社会
简况　　两金是红瑶聚居地区，人口4000多人。
统治阶级何时在这个地区建立统治机构来统治瑶族人民，据当地老人说：早在40多年前，统治阶级才
在这里设立团练局，委派团总统治瑶族人民。
当时任团总的彭大剑，是一名土匪头子，开始征收捐税，劫掠民财，瑶民恨之人骨。
　　未设立团练局之前，当地的一切大小行政事务，全由各村中推出有威望的老人来负责，瑶族称之
为“头人”。
一村中有一人的，也有三四人的。
“头人”的任期没有年限，群众欢迎的“头人”任期长些，不欢迎的人任期就短些，全由群众集会议
定。
“头人”主要是负责村内事务，如调解纠纷、处罚盗窃、排解婚姻、管理生产、组织集会等公众事务
。
在集会时，主持订出村规条约，会议后督促检查村规执行情况，凡有违犯村规条约，由“头人”按条
规执行罚款。
“头人”犯村规，由群众议决，照样执行。
随着阶级分化，这些“头人”多数是剥削阶级，他们往往利用职权剥削敲诈群众血汗。
团练局和伪乡村保甲反动组织建立后，这些“头人”又往往勾结团总和伪乡村长统治本族人民，成为
统治阶级的爪牙。
　　40多年以前，据说全境地区是没有什么捐款税收的，团练局设立后，就开始出现有赋税的负担。
开始只有一种税收，名为“老鼠粮”，每年只交一次。
后来税收逐日增多，群众酿酒自己喝也要缴酒税，杀猪上猪税，杀牛上牛税，还有火烟税等，．名目
繁多，不一一列举。
据说开始征税时是四五年才总收一次，后来变为一年收一次，起义前后，是一年几次甚至月月都要缴
纳税款。
　　瑶族人民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剥削，在政治上也受到压迫，没有一点地位。
瑶族下街被人歧视，讥讽说他们是“瑶古佬”、“笨瑶人”等。
统治阶级极力侮辱瑶胞，制造民族隔阂，以达到对他们进行统治的目的。
1930年，匪首钱志仁率领匪众50多人，盘踞两金地区的财喜界，经常进村抢夺瑶族人民的财产。
一次匪首钱志仁和黄家寨汉族地主王金勾结，到矮岭一带勒索银洋3000元，矮岭的瑶民抗缴，钱志仁
就带领匪徒到矮岭进行抢劫，拉去耕牛62头、猪10头，钱财首饰劫掠一空，矮岭瑶、汉族人民无一幸
免。
　　二、起义活动情况　　1933年正月，灌阳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瑶民起义。
兴安的两金和华江的瑶族地区，也响应了这次起义。
　　1932年12月，金坑从龙胜方面传来一些风声，说灌阳出了“瑶王”。
十二月底，两金的柳田、小寨因婚姻问题，闹出人命案，潘公贵等人到兴安县城去打官司。
到了兴安县城，看见伪县府贴有布告说，禁止瑶人打醮，灌阳瑶民发生暴动等。
潘公贵等人才知道灌阳真正有闹出“瑶王”之事。
这样，潘公贵等官司也不打了，赶紧回家。
一路上，都听到灌、全那边瑶民都在打醮，准备起义。
回到小寨，当地的瑶民早已把灌阳出瑶王的事传遍了，小寨村的潘公满，为了了解具体情况，就亲自
到灌阳去走一趟。
群众知道他要去灌阳了解情况，都拿钱拿米给他带去，表示拥护，去之前，并带信给龙胜县境龙脊的
廖兆祥（僮族）邀约同去。
　　潘公满和廖兆祥，两人到了灌阳，见到了凤福林、凤有林、凤桂林、梁云台、梁仁甫、康茂生、
谭美荣等，凤福林对他们讲：“我们出了瑶王了，某月某日在清水江打醮，你们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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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那里住了一夜就回来了。
　　潘公满回到金坑小寨就向群众说：“我们现在出瑶王了，要在清水江打醮，那个愿出钱的，就交
给我。
”金坑一带的瑶族村寨和龙胜孟山、水银、白面等村，共拿出119吊铜元　　（当时一吊钱买一担谷子
），交给潘公满，要他代表这几个地区的瑶族群众参加清水江打醮。
　　在清水江打的是斋醮，打了两天两夜（还准备了很多白猪、白羊、白鸡，打算在开斋后吃的，吃
了之后，还要开会）。
打醮的地方，是在一个坟边的大草坪上，开会的场所也在这里。
会场上到处插满了红旗，面面红旗上都有字样，好像是“兴瑶灭汉，铲草除根”这几个字。
凡参加开会的人，每人都发了两寸宽的红布条，扣在衣袖口上，每个地区的头人和联络人，还发了一
块四方形的红布符号和一件对襟布衣，呈灰色，袖子上扣有红布条的符号。
做衣的灰布，是由集体捐钱买的，听说一共买了99丈。
　　参加打醮的人很多，金坑一带连潘公满一共去了11人参加。
开会时，是由凤福林和一个盘瑶道师主持的。
开会前先点人数，接着开会念表文。
念毕，锣鼓齐鸣，很多人都发降，跳起来。
打醮第二天的黄昏时候，有人来报信，说国民党派反动军队来包围。
凤福林吩咐，你们各人回到各个地区，在自己的村寨打醮，用豆腐斋粑就可以打醮，打醮后，汇集义
军打到南京去等。
散会前，他们把红旗都收藏好，各自走散。
潘公满回到小寨之后，就通知整个两金地区的瑶族来到金坑木寨打醮。
　　潘公满回到小寨之时，附近的村寨中，已有些人发起降来。
发降的人都说：“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要到大地方去住。
我们先去，找到好地方，再回来接你们（老人、小孩、妇女）去。
”“我们要打到南京去，去穿好衣服，住好房子。
”过去我们被赶到高山上来，现在我们要回平地“住了。
”“我们是天上发下来的，我们是从南京来的，现在要打回南京去。
回南京要经过灯草桥、落铁雨，不先打醮是去不得的”等。
发降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据群众说，这些发降的人，大多数是平常很老实的，有的甚至连话都少讲，一发降起来，又说又唱又
跳。
又有的晚上睡觉时也发降起来，有的一唱一和。
这些情况几乎村村寨寨都有。
　　在金坑大寨发降的群众还唱出这样的内容：“从前汉家（指反动派）把我们赶上高山，现在我们
要造反，打回平地方去。
灌阳出了瑶王，有了九丘田，刀枪摆满在九丘田里”。
“我们现在出瑶王了，要杀回青州大巷去”。
　　1933年正月初，龙胜水银白面村，有个梁八宝（瑶族），来到金坑一带，对群众说：“灌阳出了
瑶王了，那里的旗子摆在地上，跪到地上一插，旗子就自己竖起来了。
他们现在天天打醮，我们这边也要打醮，才能保住五谷丰登，人丁兴旺。
”经过他这样一说，打醮的人更积极了。
正月初，各地打醮很普遍了。
金坑地区，共有四个地方打醮。
金坑一带以大寨的醮打得最大，大寨附近的新寨、下步、田头、岩寨、状界、大茅界、中六、三寨等
地的瑶族大部分都集中到大寨来打醮。
这时候龙胜县属的梨子根、孟山、水银及兴安县属的旧屋、财喜界、黄家寨、华江、马瓢水等地也相
继打起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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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赵兴万（盘瑶）说：“1932年7月灌阳来信说，那里出了瑶王，要我们去保驾帮助。
9月凤福林、凤福山来到兴安，同年12月来到华江、马瓢水，在那里打了斋醮。
参加打醮的人有冯荣祥、赵德甫、邓华甫、赵有容、冯风山、冯凤万、冯贵千、赵贵才等。
金坑也来了很多人参加。
在马瓢水打醮的人很多，男男女女都有。
打醮的地方，搭起几张桌子，打醮开始，就在高桌上吹起牛角，念经文、开天门、向上奏表，把参加
打醮的名单全向苍天上奏。
过后，就有些人发起降来，男女都有。
打了三天三夜醮，打过醮，后又拜了旗子，红旗上面有‘兴瑶灭汉’四个大字。
旗子拜起来之后，由赵子恢元帅（瑶族、兴安人）带领全体打醮的人到清水江继续打醮。
到清水江打了两天两夜，就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走散。
”　　各地打醮都是打斋醮，过了斋戒期，就可以吃猪肉。
打斋醮只供豆腐和斋米粑，钱米开支由各地群众捐来。
打醮都由师公主持。
红瑶地区师公不会打醮，就请盘瑶师公来打。
内容和上面所讲一样。
　　有些地方没有打醮的，就由发降的人，建立供堂。
金坑的状界，小寨上、下村都各立了一个供堂。
供堂虽然不打醮，同样要供奉斋食米粑之类。
发降的人都对群众说：“我们要回去占大地方了，大地方样样有，我们高山什么也没有。
到大地方去，什么也不用带。
现在米仓也不用关了。
钱米衣服都拿到供堂或者分给那些没吃没穿的人。
钱米衣裳大家可以随便用、随便吃、随便穿，不分你我了。
”各家的首饰拿到供堂后，就挂在房子四边竖起的高竹竿上，米就放在桌子上，还要烧化一些钱纸。
金坑一带的供堂，一直设到1933年二月国民党匪军来烧房子时止。
发降立供堂后，到处打开仓，随便吃，东西乱放，都无人要。
当时有个叫冯文祥的（盘瑶）还叫大家把田地文契拿出来烧掉，以示参加起义的决心。
　　1933年阴历正月二十九日前的几天，龙胜梨子根李满公带信给潘公满，叫他带兵去打寨纳（信是
文字的）。
据说龙胜马堤山百冲有两个发降的妇女（瑶族），到寨纳街上去买东西，被驻寨纳的国民党反动派军
队捉绑起来吊打，打死一个。
发动去打寨纳，将她救出来。
一方面是把寨纳打下之后，直攻龙胜转攻桂林，与兴、全、灌方面义军会合。
　　接到通知之后，就组织义军出发了。
队伍组织以村为单位。
每个村子有一面红旗在前面。
参加义军的人，都佩戴符号，符号是将一寸宽的红布缝在下衣襟处，也有缝在袖口上的。
妇女的符号和男的相同，只有在头巾的角上，另用红色丝线绣上。
出发前，领队的头人，都要喝血酒，以表示决心。
这次两金地区所属的大寨、小寨、中六、旧屋、印满田、余家寨、翁江、江柳等村寨共出义军500多人
，武器很少，除鸟枪、木棍、山刀，甚至用竹削成的竹刀之外，只有10多把好马刀。
但士气很高，精神饱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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