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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共6卷，以类相从。
第一卷主要为中国古史分期研究论著，收录马曜先生重要专著《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
究》及有关西周封建制的相关论文4篇；第二卷为民族史研究论著，收录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各民
族源流及庄足乔开滇、诸葛亮安定南中、西爨族属、云南历代政区沿革、云南历史文化特点等研究论
文30篇，讨论了云南历史上的多个重大事件和问题；第三卷为大理白族历史文化研究论著，收录有关
研究论文、序、书评等31篇，内容涉及大理文化的源流、南诏大理国史、白族形成等；第四卷为民族
学与民族调查研究文章、序36篇，论述了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等重大问题，强调应把历史研
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的民族学研究方法；第五卷收录马曜先生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参与
、主持边疆民族调查工作，结合实践撰写的有关云南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的论文，共30篇；第六卷收
录马曜先生的《茈湖精舍诗初集》以及游记、序言、碑文、自传、回忆录、著作目录等52篇。
《马曜文集》的出版对我国的民族学、历史学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我国的民族工作也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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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曜，白族。
教授。
云南浪穹（今洱源）人。
男，1911年10月11日生，云南洱源县人，白族，云南民族学院原院长、名誉院长、教授。
1940年西南联合大学中学教师晋修班毕业，从事教育、民族工作和学术研究6O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家
、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诗人。
1931年在上海加人中国共产党。
任小学和中学教师。
l942－1945年运盐支援滇西抗日战争。
1946年办《新云南》周刊，反对内战，利用省参议员合法身份，参与领导组织阻止国民党军入滇、迫
使蒋介石调离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敦促卢汉起义的斗争。
1950年任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党组成员，建议景颇族等八个有原始公社残余的民族，不重分土地．
不划阶级，发展经济文化，直接地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发现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是保存农村公社的封建份地制，协助当地制定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策育具体领导
中缅划界工作。
“文革”前是云南民族政策的主要起草人。
七十年代任云南大学教授和学报主编。
后调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将该校发展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
1981年当选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50余个团体的学
术顾问。
出版《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茈湖精舍诗》，主编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简史》、《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等，共约400万字。
组织编写16个民族简史16本。
先后获国家、省、部级奖励九项，其中国家级奖三项。
l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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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　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　第一章　云南傣族史略　　第一节　傣族族称、族
源和支系　　第二节  汉晋时期的云南傣族　　第三节  唐宋时期的云南傣族　　第四节  元明清时期的
云南傣族　　第五节  民国时期的云南傣族　　第六节  元代至年傣族地区土官土司制度沿革　　第七
节  傣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　第二章  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傣族土地制度和政治组织　　第一节  建立在
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主制经济　　第二节  由农村公社成长起来的封建领主制政治组织　　第三
节  民主改革前封建领主统治及经济变化情况　　第四节  民主改革前西双版纳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简况　第三章　从西双版纳看西周　　第一节  “土地王有”  　　第二节  村社制度　　第三节　地租
形态　　第四节  西双版纳和西周的直接生产者　　第五节  关于傣族社会的奴隶制问题　　第六节  井
田制是体现封建生产关系的土地制度的一种特殊类型　　第七节  通过西双版纳土地改革对封建井田
制的再认识　　第八节　余论　第四章　从西双版纳看西周井田制的几个问题　　第一节  井田是“
公田”和“私田”的对立与统一　　第二节  《孟子》与《诗经》中的“公田”和“私（田）”  　　
第三节  井田之内的“公田”和井田之外称为“藉田”的“公田”  　　第四节  西周的“一田”和西双
版纳的“一田”  　　第五节  不许买卖的“私田”和可以买卖的私田  　　第六节  井田的经界　　第
七节  经界与沟洫制度　　第八节  公共水利事业在家族公社向农村公社过渡中的作用　　第九节  国和
野的划分　第五章　从西双版纳和西周看井田制的三个历史前提　　第一节  井田制与农村公社　　
第二节  井田制与封建领主制  　　第三节  井田制与劳役地租　  后记　  再版后记　  《西双版纳份地
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图版　附录　西双版纳和西周社会政治及礼俗制度比较研究——运用民族
学资料研究先秦史一例　从命名法看西双版纳和周代封建领主社会等级制度　傣族封建领主制与周秦
社会比较研究　井田制研究的卓越贡献——读徐中舒先生关于井田制的论述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
卷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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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卷第一章 云南傣族史略第三节 唐宋时期的云南傣族唐宋时期，以云南的乌蛮（孟高棉语族先民
）贵族蒙氏和蛮（白族）贵族段氏相继建立南诏、大理政权，有关傣族的文记载就比较多。
《南诏德化碑》说：“建都镇塞，银生于墨嘴乡”。
“墨嘴”即“黑齿”或“漆齿”，是傣族的他称。
由于傣老人喜嚼槟榔，和以芦子、石灰等，嚼食既久，齿如墨漆。
傣族有一种古老的用栗木烟涂牙齿的习惯，故有“黑嘴”之名。
“生”为南诏所立节度使之一，樊绰《蛮书?云南城镇》载：“银城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
”南诏在南境设开南、银生二度，统辖南方广大地区。
前人以开南、银生合二为一，或者认为都在今景东县境内，都不正确。
1970年缪鸾和在景东县插队，发现今景东城南三十多公里有文井公社的开南大队。
景东川河坝有小山分隔为两片，其北景东城附近较窄狭，其南为文井公社、者后公社，较开阔，至坝
尾近四十公里。
南诏开南城虽无遗址可寻，但从地理条件说，开南节度可能筑城于此，所以遗名还存在。
《蛮书》说银生城去龙尾城十日程，龙尾城即今下关，自景东北行至下关，仅有三百多华里，与“十
日程”之说颇难折合。
又“银生城在扑赕之南”，“扑”是现在佤族的先民。
《蛮书》还说：“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扑子，其种并是望苴子。
”扑子在澜沧江以西，与佤族分布地区相合，银生方位应该向佤族地区南部去找，至于景东北部，则
为南诏祖先蒙舍诏的根据地，即今南涧、巍山彝族地区。
《蛮书。
云南管内物产》又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
”历史上六大茶山均在西双版纳，则南诏银生城应在西双版纳。
尤中在《南诏银生节度建置考》中也认为：《南诏德化碑》说：“建都镇塞，银生于墨嘴之乡”，即
在“墨嘴”人（傣族）居住的地方建城置银生节度。
《蛮书》：“茫乃道井黑齿等十部落属焉。
”“黑齿”即“墨嘴”，居地在茫乃道（勐泐），银生节度即茫乃道。
至于开南城，《蛮书?云南城镇》载：“在龙尾城南十一程，管柳追和都督城。
又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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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留意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和与之相应的政治形式，开始于1950年奉命筹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
时候。
当时，在接待召存信同志（新中国建立前是西双版纳宣慰使署议事庭长，1953年到现在是西双版纳傣
簇自治州州长）过程中，了解到新中国建立前后西双版纳的一些政治情况。
当时周保中同志（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委主任）要我起草一个电报，向中央报告西双版纳的政
治形势，在征求了前西双版纳领导人唐登民同志意见后，在电报中写了这样内容：早在新中国建立前
夕，西双版纳三十几个勐土司的共主宣慰使的地位，颇类似处于东迁后“礼崩乐坏”、王室衰微时期
的“周天子”，但他在傣族人民中还保持着深厚的传统影响。
从这个时候起，脑子里隐约勾起了把西周和西双版纳的社会制度进行对比研究的念头。
1953年自治机关建立后，西双版纳广大农村实际上仍受新加封未久的“叭”、“鲜”、“鱿”三级头
人的控制。
1954年征粮中推行向封建领主征派公粮的合理负担政策，才开始触动了一点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根
基。
从1951年开始，云南省民委就着手组织力量，对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名称、支系和社会历史情况，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
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成立后，1952年到1953年，我先后两次到德宏景颇族地区参加开辟工作，并结合
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缪鸾和则于1953年底到版纳景洪对曼暖典寨的土地关系作了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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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曜文集(共6册)》由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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