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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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祜族简介　　陈炯光　　拉祜族是云南省西南边疆的山区民族。
该族分两大支系，即拉祜纳（黑拉祜）和拉祜西（黄拉祜）。
这两个支系源远流长，产生原因尚未弄清。
两个支系有小范围的聚居区，亦有交错聚居，少数杂居。
　　该民族自称“拉祜”。
历史文献按古音写作“卢鹿”、“鲁屋”或“喇乌”。
拉祜一词，语义不清，本民族在历史传说中按谐音作附会性的解释。
在有必要区分支系的情况下，各支系所属成员才使用自己的支系名称。
拉祜纳支系除使用本支系名称外，也自称“哥搓”或“郭抽”。
　　民族他称有四种。
①倮馔：该民族他称使用地区极广，汉文资料始见于元《经世大典·招捕录》一小地名，彝文资料始
见于《西南彝志》。
词出彝语。
②苦聪：该民族他称主要使用于澜沧江以东各地。
在明清地方志中同音异字有“果葱”、“古宗”、“苦葱”等。
词出纳西语。
③目舍：该民族他称主要使用于澜沧江以东各地傣族。
在元《经世大典·招捕录》及明清地方志中同音异字有“磨察”、“木察”、“麦岔”等。
词出傣语。
④缅：该民族他称主要使用于澜沧江以西各地傣族。
缅，即《华阳国志》中的“闽”和《爨龙颜碑》中的“缅”。
词出傣语。
　　拉祜语属汉藏语系藏彝语族彝语支，与彝语、纳西语、哈尼语、傈僳语并列。
本民族原来没有文字。
　　民族人口现有262 000余人。
拉祜族人口分布主要集中在澜沧江两岸的思茅、临沧两个地区。
其中，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聚居有140 000万人，占该县总人口近40％；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聚居
有19 000人，占该县总人口近42％。
拉祜族人。
口有78％分布在澜沧江以西，此外，北起大理、楚雄，东至泸西、弥勒，南及西双版纳和金平县均有
散居。
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也有从我国迁出的拉祜族。
　　拉祜族族源可追溯到古代羌人。
秦汉时期，彝语支各族体被泛称为“昆明”，拉祜族部族共同体当时正在形成之中。
两晋隋唐，先后出现民族他称“闽”和“缅”，本民族自称“卢鹿”和拉祜纳支系自称“锅锉”也始
见于文献。
由于拉祜族与彝族同操彝语支语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不少共同性，因而两族自三国两晋以来在
云南东北部相互形成“乌蛮”部族集团。
“乌蛮”部族集团在云南地方史中十分活跃，对拉祜族社会经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据历史传说，古代拉祜族先后从事采集狩猎经济和原始农业经济，没有山区畜牧业的痕迹。
在历史传说中，有述及使用石器、原始铁矿采掘和打制铁工具，但没有提到使用铜器。
拉祜族先民在原始共产制公社晚期已经在今四川省南部劳动生息。
　　进人文明时代以后的拉祜族社会有三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一、长期保留族内对偶婚制，以母系
为主，双系并存。
二、共居于长屋之内的大家庭公社非常牢固，个体私有制经济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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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动不安的民族大迁徙活动。
一般来说，拉祜族到了清中叶才排除族内对偶婚，摆脱大家庭公社集体经济，最终定居在现代的分布
区域。
　　拉祜族长期实行族内对偶婚。
族外婚意识的贫乏，使拉祜族在整个古代社会生活中没有两合组织或环状联盟。
以母系为主，双系并存的亲属制度，使母系或父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形成发达的家族制度或氏族制度
，因而也不可能有世代相承的家族谱或氏族谱。
其影响所及，使历史传说只有非常简略的、口头文学艺术加工浓重的、属于整个民族或支系集体的历
史活动过程，罕见英雄人物形象及其业绩。
　　拉祜族的大家庭公社是建筑在定居迁徙农业的基础之上的。
公社集体，有一座共居的永久住宅“长屋”。
在农业生产期间，各对偶家庭则分散居住在随耕地大面积轮歇而周期迁徙的临时住宅“班考”。
到收获完了，各对偶家庭把粮食背回永久住地公共仓库，度过共食的集体经济生活。
这种公社组织本质上是私有制的，它不仅相对是私有制集体，而且各对偶家庭也有一定的私产。
但是，集体经济的公社生活显然抑制了个体私有制经济的发展。
　　定居迁徙农业和双重住地，使古代拉祜族有可能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相当原始低下的条件下组成
庞大的地缘村社聚落。
加入“乌蛮”部族集团以后，拉祜族村社开始组成部落，同时借用彝语“苴摩”一词来称呼本族部落
首领。
“乌蛮”部族集团是通过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形成的。
拉祜族部落分别以贡纳制的形式隶属于彝族征服者主盟部落。
主盟部落首领称“大鬼主”，附庸部落首领称“小鬼主”。
原始宗教意识对维系永世部落联盟起了精神支柱的作用。
政教合一的“鬼主”制度，拉祜族部落一直保持到清中叶。
　　定居迁徙农业、族内对偶婚制的大家庭公社生活、庞大的地缘村社聚落和实行“鬼主”制度的部
落组织，占据了拉祜族一千多年的历史。
这种社会经济和社会组织状况，铸造了拉祜族不同寻常的内部团结，也塑造了其骁勇善战、重自由而
轻迁徙的民族性格。
自两晋迄明清，拉祜族部落虽先后以贡纳制形式隶属于彝族部落贵族、南中大姓、南诏、大理，以及
各级傣族土司，但凡贡赋增重，即奋起反抗，并不惜举族迁离故土，远适异地。
另一方面，拉祜族的部落组织由于其首领扩张势力野心的支配，也具有相当强烈的向外掠夺扩张的性
质。
从元代到清中叶，有关拉祜族部落军事民主主义原始掠夺活动的记录不绝如缕。
但是，由于邻族的社会经济已远为进步，封建王朝的地方建制和统治也日益加强，拉祜族部落的原始
掠夺活动和军事扩张势必备受限制，甚至遭到惨重的军事打击。
拉祜族人民反抗沉重贡赋的要求与部落首领扩张政治势力的野心常常交织在一起，从南诏《爨龙颜碑
》所说的“缅戎寇场”，段思平联合十三部乌蛮建立大理国起，到清中叶的李文明、张登发进攻勐勐
和临沧。
都属于这种性质。
　　军事失败之后，拉祜族部落多大举迁徙。
自宋代以来，拉祜族部落至少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南迁活动，局部迁徙则不胜枚举。
遍散各地的拉祜族部落面临极不相同的经济命运，或转变为州县治下的“编户齐民”，或沦为彝族、
傣族土司的农奴，或在傣族土司贡纳制的隶属统治下重建本民族的传统社会生活。
　　清代拉祜族主要聚居在澜沧江以东的景东、镇沅、景谷和澜沧江以西的澜沧、双江、孟连。
18世纪以后，拉祜族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在澜沧江以东方面，拉祜族部落（主要是拉祜西支系）自元明以来即已纳入傣族封建领主经济体
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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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年，清王朝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把土官改为流官，清丈田亩，实行土地私有制。
改土归流以及随之而来的贪官污吏敲诈，曾引起傣、拉祜等族上层多次暴动。
经官军残酷镇压，部分拉祜族由领主经济迅速过渡到地主经济，部分拉祜族则走上坎坷的迁徙旅途。
直到解放前夕还保留着大家庭公社组织的澜沧县糯福区拉祜西支系就是在本时期由景谷一带迁去的。
　　澜沧江以西的拉祜族（主要是拉祜纳支系）原聚居于临沧。
明代，傣族贵族俸氏崛起，受封为土司。
拉祜族部落屡起反抗失败，就迁至澜沧、双江、孟连，部分还迁至耿马、沧源以及流寓国外。
聚居临沧时期的拉祜族还过着族内婚制的大家庭公社生活，但有庞大的村社和部落组织。
耿马县福荣区拉祜纳支系直到解放前夕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大家庭公社的外壳。
迁至澜沧、双江、孟连的拉祜族虽然以贡纳制的隶属形式分别从属于勐勐和孟连傣族司，但经明清两
代，社会经济有长足进步。
首先，固循无数个世代的大家庭公社趋于解体，个体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
其次，基于傣族领主经济的影响，拉祜族社会产生了封建义的萌芽，出现了部落之间的土地兼并和劳
役地租。
清代初年，大乘佛教输入，佛教“鬼主”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五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割据势力。
到了清中叶，拉祜族封建主李文明、张登发先后借勐勐傣族土司“虐其民”，联合各地拉祜族、佤族
部落攻下勐勐，进犯临沧并占领部分山区。
清王朝除实行军事镇压外，鉴于拉祜族封建势力日渐膨胀，遂分别封委拉祜族首领为土都司，令其互
相牵制，以便实现羁縻统治的目的。
推行土司制度后，拉祜族的封建领主经济遂趋于制度化。
但是，当时的历史已进入近代，刚刚露头的封建领主经济经不起云南近代地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便在
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解体为地主经济。
　　上述材料，大体上反映了现代拉祜族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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