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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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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
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
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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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湘西“土家”概况　　第一章　经济生活　　湘西土家的经济，主要是个体小农经济，以种水稻
、包谷及红薯为主。
耕作技术与附近的苗人和汉人相同。
山多平地少，土地贫瘠，花费劳动力大，农作物产量很低。
已有阶级分化。
靠近汉人地区，土家的地主少；在土家聚居的中心区，土家的地主富农较多，但土地不太集中。
土地改革后，土家农民分得土地，但仍感田少。
每年缺粮4～5个月，靠种桐油、杂粮、卖柴和做零工补贴。
他们进行交易的经济中心——市集主要由汉人掌握，形成了农业和初级商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
分段说明如下。
　　一、土地占有情况　　我们调查的湘西土家在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占有情况可分以下三种：　　
第一种情况是阶级分化明显，但土地不太集中。
如保靖县昂洞乡，全乡共251户，1070人，其中土家233户，982人；汉人18户，88人。
　　根据1952年秋季对保靖县昂洞乡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的统计，昂洞乡共有自耕田1105.850亩，自耕
地655.085亩，出租田39.850亩。
地主12户（全是土家），富农14户（土家11户，汉人3户），中农118户（土家114户，汉人4户），贫
农85户（土家79户，汉人6户），雇农18户（土家14户，汉人4户），小土地出租者4户（全是土家）。
土家地主占4.77％，富农占4.38％，其他阶层共占89.60％。
　　第二种情况是靠近汉人地区的土家农民大部分租种汉人地主的土地。
如龙山县苗市乡第二村，全村共有82户，其中地主7户，全是汉人，没有土家。
贫农46户，其中土家24户，汉人19户，苗人3户。
小土地出租者2户，全是土家。
小摊主18户，其中汉人12户，土家3户，苗人3户。
小商人9户，其中汉人4户，土家3户，苗人2户。
但该村没有富农及中农。
这7户地主在解放前共占田476.5亩，占总田数的77.11％；土37.7亩，占总地数的53.53％，分租给46户土
家和汉人的贫农。
　　第三种情况是本村有土家地主，而这些地主的田地，大都分散在外乡。
就龙山县多谷乡第五村情况说，该村共有34户，其中土家30户，汉人4户，有田26.16亩，地182.98亩。
其中地主6户，占田3.54亩、地32.57亩。
富农5户，占田5.50亩、地29.57亩。
中农5户，占田4.9亩、地35.71亩。
贫农10户，占田7.18亩、地49.71亩。
雇农8户，占田3.95亩、地53.42亩。
　　在土改前该村有田35.885亩、地187.52亩，而地主的田地大都分散在外乡。
如该村地主6户，只占该村总户数的17.6％，共有田83.9亩，在本村的田只有27.5亩，占该村总田数76.4
％，其余56.4亩是在外乡。
　　二、收入情况　　再从收入情况来看，如保靖县昂洞乡土改后，每人平均分得田二“挑”（
合0.44亩）。
根据1952年秋季昂洞乡全年收入谷子354 580斤计算，每人平均收入约266斤谷子（折合米220斤）；又
以全年收入包谷143 418.6斤计算，每人平均收入约107斤包谷（折合米53斤半，1斤米合包谷2斤）。
　　若按最低的消费量计算，每人每天需用米1斤，则每年需用米365斤；每人每天需用包谷2斤，每年
需用730斤。
和上述昂洞乡的平均收入比较，全年每人缺米145斤（365斤减220斤），或缺包谷623斤（730斤减107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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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米换包谷（1斤米换2斤包谷），则每年每人缺包谷83斤，则全年缺粮41天半（约1个半月）。
　　龙山县多谷乡的收人情况更差。
土改后，每人平均得田一挑半（合0.27亩），约2.9斤种子；分得地5.5挑（合1亩），约2斤种子。
（该乡5.5挑为一亩，因为土壤质差，每亩须下10斤种子）。
根据1952年秋季多谷乡全乡全年收入157 321斤谷子计算，每人平均收入约117.66斤谷子（折合米约99斤
）；又以全年收入232 889斤包谷计算，每人平均收入174.94斤包谷（折合米约87斤）。
　　若按上述最低的消费量计算，和多谷乡的平均收入比较，全年每人缺米266斤（365斤减99斤）；
或缺包谷555.06斤（730斤减174.94斤）。
若以米换包谷，则每年缺包谷357.06斤，则全年缺粮178天（约5个月零28天）。
　　故土家虽经土改，但仍感田少，生活还是比较贫困。
粮食不够，每年缺粮约四五个月，不足之数，要靠种红薯、杂粮或卖柴、做零工来维持。
　　三、解放前的阶级构成及剥削情况　　根据我们在湘西土家调查地区的了解，将土改前土家阶级
的构成及剥削情况叙述如下。
　　1.地主　　根据我们对4个典型乡的调查，在龙山县苗市乡有地主45户，占全乡718户的6.27％；多
谷乡有地主22户，占全乡363户的6.06％；保靖县昂洞乡251户中有地主12户，占该乡总户数的4.78％；
永顺县凤栖乡414户中有地主20户，占该乡总户数的4.83％。
　　靠近汉人地区的土家地主一般都和官僚、土匪相勾结，大多数都读书识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
期当乡长或营长，也可以说是土家地区的统治人物。
他们的出身大多曾经是贫农后因勾结了反动统治势力，利用权势敲诈勒索，把田地兼并后出租，放高
利贷；赊了出租外还自耕一部分，因为本人当权，多不劳动，令他们的乡丁无偿替他们劳动或雇长工
，自己参加劳动的地主是很少的。
如龙山县第六区苗市乡第五村土家地主向东阳，解放前曾当过伪旅长、团长，有田20亩出租，一贯欺
诈老百姓，打死过人，烧过老百姓的房子，强抽鸦片烟税，强迫老百姓出钱替他养军队；若有不出钱
的就以烧房子来威胁。
因此，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在土改时将其镇压。
　　在土家聚居中心区的土家地主，有的只在经济上剥削；有的除经济剥削外，也和靠近汉人地区的
土家地主一样，与官僚、土匪相勾结，对农民进行欺压敲诈。
保靖县昂洞乡的土家地主只有经济上的剥削。
如该乡第二村土家地主彭司阶，有田约60亩、土26亩，有桐山年产桐油600斤左右，自己不劳动，田土
出租，田租是四六分（地主得6分，佃农得4分）；山土出租则对半分。
他又专放高利贷，借钱借粮都是5分利。
又如龙山县多谷乡第七村地主彭祖兴、彭祖渊、彭祖鉴三弟兄，共有田30亩，土60亩，全部出租，好
田好土则与佃户三七分，坏田坏土则对半分，放高利贷竟高至7分利，放鸦片是一两还一两五钱，借
包谷、桐油、谷子均是5分利。
他们兄弟3人的亲戚都是保长或乡长，所以他们仗势欺人，霸占田地，骗老百姓的钱，用枪打人，抢
同村彭昌宗的栗子树。
贾长斌给他们当了一年长工，不但不给工资，反而说已经给过。
凡帮他们做工的人，就不准再帮别家做工，也不准给自己家做工。
如彭昌宗给他们帮了十几年的工，自己家中什么都不能顾到，并且随时都要无偿地为他们做零工。
因此老百姓都非常痛恨他们，1950年将其镇压。
　　2.富农　　富农主要是自己经营，剥削雇佣劳动，雇长工、短工，有的放债或出租部分田地。
他们有田有地、有耕牛、农具齐全，收入不但够吃而且还有盈余。
在我们所调查的4个典型乡中，富农所占的比例数不大。
如龙山县苗市乡有富农7户，占全乡718户的0.97％；龙山县多谷乡有富农9户，占全乡363户的2.5％；
保靖县昂洞乡有富农14户，占全乡251户的5.6％；永顺县凤栖乡有富农8户，占全乡414户的1.93％。
　　土家的富农虽然勾结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但是也受当权派的剥削，经常要被摊派各种款子。
如保靖县昂洞乡第一村土家富农彭瑞图，有田20亩、地2亩，桐山年产桐油七八十斤，自己主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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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雇短工，出租田10亩，与佃农四六分，地及桐山都出租，与佃农对半分。
解放前生活很好，常年吃大米，也放高利贷，均以实物放给贫雇农，一担谷子还一担半。
　　3.中农　　中农所占比例数比较大。
如龙山县苗市乡有139户，占全乡718户的19.3％；龙山县多谷乡有87户，占全乡363户的24％；保靖县
昂洞乡有118户，占全乡251户的47％；永顺县凤栖乡有167户，占全乡414户的40.34％。
这些中农一般是粮食够吃，也有全年差一两个月的。
自己劳动，有耕牛，农具比较齐全；也搞些副业生产，如卖柴喂猪；农忙时也和别人换工互助。
过去他们也受当权派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剥削。
　　如龙山县多谷乡第七村中农彭祖海，有田3.5亩、地6.8亩，有房一间半，耕牛1头，农具齐全，生
活尚能维持，但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各种派款特别多，常要卖了谷子交派款，常年缺粮两三个月，靠
种杂粮、喂猪、卖柴来补贴。
　　又如永顺县凤栖乡第二村中农向心林，有田17亩、地11亩，桐山年产桐油200斤，有房5间，耕牛1
头，农具齐全，又养猪、种红薯，生活可以过得去。
但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也受剥削，出派款（每月2斗多米）、招待费等等。
　　4.贫农及其他　　在我们所调查的4个典型乡中，贫农人口都占相当大的比例。
在龙山县苗市乡有贫农353户，占全乡718户的49.2％；龙山县多谷乡202户，占全乡363户的55.6％；保
靖县昂洞乡85户，占全乡251户的33.9％；永顺县凤栖乡200户，占全乡414户的48.31％。
贫苦农民人口多，每户差不多都占有极少量田地，大多一年差半年粮，最少也要差两三个月，多靠卖
柴、打草鞋、喂猪、做零工来补贴。
贫农农具不齐全，又缺耕牛，有的三四家，甚至四五家合用一头耕牛。
　　如龙山县多谷乡第六村土家贫农潘心寿一家4口人，过去只有地2.5亩，又租种地主彭万寿的桐山5
亩（地租是对半分），有半头耕牛，有犁锄，没有耙，一年要差半年粮，靠种红薯及挖蕨、挖葛来补
贴，生活很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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