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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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美乡的拉祜族曾盛行过母权制，以母系为中心的婚姻也反映在他们的葬礼方面。
拉祜族实行火葬，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火化场，在火化场里，各家又有自己的火化处。
根据母权制，男子到妻方结婚的特点，夫妻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成员，夫妻死后要在自己的亲属处火
化，男子死前或死后要回到自己出生的家庭火化。
但近来丈夫葬妻家火化处的情况增多，只有死者有遗嘱或者死者的近亲有要求，才将到妻家结婚的男
子尸体抬回自己家的火化处火化。
但作为异姓家庭的成员的丈夫，只能在妻家的火化场近旁焚烧。
火化的方法是将死者放在木柴堆上，木柴堆成四方形，从木柴架的4个角斜放木柴，女子堆成7层，男
子堆成9层，火化时从下部点燃。
　　火化时，放置尸体的方向和位置都有较细的规定，死者的头要向太阳出处，根据性别，年龄和辈
分安置尸体，头人结隆、叶协帕之类的尸体要比一般群众高出一点，母亲比子女高些，姐姐比妹妹高
些，兄比弟高些，女子尸体要低于男子的腰部以下。
这些区别反映了男女、头人与群众之间已产生不平等。
死者的生产、生活用具和衣服都作为死者的随葬品与尸体同时焚烧。
　　芒美乡的拉祜族母系的对偶家庭已经崩溃，解体的形式便是“叶白”，“叶白”就是分家。
叶白并不正式宣布，只是已婚的女儿及其丈夫自行脱离母家。
叶白的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继续在父母的房屋里生活，另备“土锅”自己煮饭，自己另去砍烧耕
地；一种是迁出原来的房屋，自己另建房屋，或迁到别家去。
分家时女儿及其丈夫将自己所有的衣物、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家畜、家禽带走。
但土地并不具体分，由父母自愿分拨，如无适当土地可分，分出去的女儿便通过换工协作另外砍烧；
当年生产的粮食不作具体分配，继续实行共同消费，直到吃完为止。
分家后，生产或生活遇到困难，仍可搬回。
例如芒美中寨的扎脱女儿那波和丈夫扎尼单独过，后因生活困难，那波又和父亲扎脱合锅。
外出结婚男子因妻死或离婚迁回本家的就更多了，在贺科寨就有一个扎努被，他到夫拉中寨结婚，扎
努被妻死，扎努被迁回贺科寨同姐姐那努合锅。
　　芒美乡拉祜族直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前，父母同已婚子女和兄弟姐妹集体居住在一幢公共房屋
里，在一两个或两三个火炉周围，分土锅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后来仍保存一部分，例如在麻兰寨、贺科寨就有这种例子。
麻兰寨扎娃那吴家有3女1子，长女那木和丈夫扎波，次女那斯和丈夫大扎吴，三女那尼和丈夫小扎提
分成3个土锅生活，在一个公共房屋里生活，扎娃和那吴同三女那尼同1个土锅生活，儿子扎布外出结
婚。
那努有5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扎波到邦迈寨和那奥结婚，长女那木和丈夫扎苟若拉，次女那发和丈夫
扎斯波，三女那吴和丈夫扎吴，四女那波和丈夫扎阿分4个土锅，共同住在一幢房屋里。
在麻兰寨同时已经出现父母同已婚儿子共同居住于一个房屋里而分开吃饭的现象，如扎提和已婚长子
扎贝同住一个火炉周围，分土锅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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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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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