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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出版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我们 20 多年来搜集到的云南民族调查史料的相关

内容和目录公之于世。这些史料绝大部分至今尚未公开出版，也很少为有关部门和专

业研究人员所使用，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其存在。而这些珍贵的云南民族调查史料，正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党的民族政策在西南边陲得以良好贯彻执行的确切依据，

也是部分民族政策基于民族调查而制定的最好见证。如果要总结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云

南现象”和“云南经验”，了解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历史发展轨迹，

这些史料则是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书所列云南民族调查史料的时间范畴为 1950—1965 年，即自云南全境解放至“文

化大革命”开始之前。

在此期间的云南民族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的调查。

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成立于 1952 年 10 月，“委员由省级有关部委办局

领导组成，为省委边疆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指导机关，统一研究指导全省边疆和民族工

作。省委主要领导兼任省委边委书记”a。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了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云南民族调查工作，下发了一系列关于民族调查工作的文件、意见，

下属有专门的工作组进行民族调查，还编印了《云南省民族识别研究第一阶段工作初

步意见》《云南民族情况参考资料》等多项民族调查资料。

2.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调查。

1950 年 7 月，云南省委根据中央、西南局的有关指示，决定设立云南省人民政府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全省民族事务工作。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做了大量的民族工

作，其中之一是“开展社会调查，为民族识别、民族语言文字推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a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民族理论学会编：《云南民委工作 60 年》，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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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提供科学依据”a。

3. 云南省民族工作队的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省委、省政府遵照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决定组建强大的民族

工作队，开赴边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做好事、交朋友，发动群众，

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卫生和民族贸易等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

团结民族上层，巩固边防。”b1952 年 4 月，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一民族工作队组建完成，

成员以云南民族学院政治训练班和政策研究班学员为主，省民委及省级机关干部参加，

前往保山区潞西、陇川等县开展工作。1952 年 10 月，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二民族工作队

成立，成员包括云南民族学院师生、省级财贸文教系统干部和部队干部，前往普洱区

西双版纳开展工作 c。另外还组建了以省委边委、省民委干部、云南民族学院师生为主

的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三民族工作队，先后到梁河、盈江、莲山等县和缅宁（今临沧）

专区的耿马、双江、沧源等县开展工作 d。在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队完成的各项任

务中，就包括开展民族调查工作 e。

4. 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的访问调查。

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即云南分团从 1950 年 8 月 6 日开始工作，到 1951 年 5 月全部

结束，历时 10 个月。除了建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开办民族干部培训班、召开地

区民族代表会议等各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整理和编写了近百万字的《云南民族情况汇

集草稿》，这在中央政府派到全国各地的民族访问团中实属惟一 f。

a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民族理论学会编：《云南民委工作 60 年》，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 页。

b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民族理论学会编：《云南民委工作 60 年》，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 页。

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云

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二），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d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云

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e比如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二民族工作队就参与了“西双版纳景洪戛董戛洒两行政村十七个寨子社

会经济初步调查”和“西双版纳土司制度调查”及调查资料的整理工作，见本书附录第 00405 条、

00406 条目录。

f《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非常珍贵，但散失情况严重，从未有人将其收齐。我们前后花费了 20

多年时间，找到了除文山专区以外的全部《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共 78 册，其目录参见本书附

录第 00017 条至 00094 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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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的调查。

根据 1954 年 3 月全国统战会议精神及云南省委指示，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于 1954

年 5 月 15 日成立，集中了省委统战部、省民委研究室语文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华医院等 7 个单位共 46 人，对云

南各少数民族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识别工作。自 1954 年 8 月 12 日起，云南民族识别研

究组进行了第二阶段的民族识别工作。1958 年，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少数民族社

会历史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省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指定民族语文工作队进行了

遗留族称单位的民族识别调查。1960 年，云南省民委、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

省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组织“云南省民族识别综合调查组”，继续完成全省民族识别

未了的调查研究工作。经过以上几次民族识别，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

除了布依、水、满、基诺 4 个少数民族以外，云南省已确定 21 个少数民族。

6. 云南民族语言识别组的调查。

1956 年 7 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

各地语文工作机关的成员 700 多人，组成 7 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云南、贵州、

四川、广西、新疆等省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前往云南的是第三工作队，有队员

100 多人，云南省又抽调干部，与第三工作队在内共 200 多人，到全省各地全面开展少

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

7. 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云南民族调查。

1956 年开始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被国家民委等部门和国外学术机构评价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56—1964 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状况科学调查，系由毛泽东倡议、彭真负责。当时明确了调查工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民族委员会主持，成立了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 中央民族事务委

员会副主任刘春和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组成的调查领导小组，在全国人大民委

设立了调查办公室。1956 年 4 月 19 日，全国人大民委制订了民族调查规划，拟定筹建

云南、四川、西北、贵州、广东、广西、西藏、内蒙古和东北等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历

史调查组，计划在 4—7 年内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

当年就组织了云南、四川等 8 个调查组，抽调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

学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民族工作干部、大专院校师生 200 多人参加。第一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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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 20 个民族，整理出不同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各个历史发

展阶段的第一手资料数亿字。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调查，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

始前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20 世纪 50—60 年代云南民族调查资料初步整理出万

余种，总字数在 1 亿字以上；整理档案史料和文献摘录数百种，计约 2000 万字；录制

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 7 部， 拍摄各民族照片数万幅，还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调查资料的整理、出版时间前后长达数十年之久。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大范围、全方位的少数民族调查，丰富的材料比较详

细、忠实地记录下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我国少数民族

身份、种类的识别和确认提供了科学依据，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

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新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与成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就最终确定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云南省而言，民族识别和调查做得最好，民族

工作尤为仔细和认真，民族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最到位，从而形成了宝贵的“云南经验”。

这些半个世纪以前真实的调查资料及其形成的“云南经验”不仅显得弥足珍贵，而且

对于今天云南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中国乃至世界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上 7 项云南民族调查，其中前 3 项由云南省安排，后 4 项由中央政府组织。

本书所说的云南民族调查史料，即指上述各项调查的批示、文献、公文、提纲、记录、 

意见、报告、总结、信函、日记、照片、纪录片及脚本、解说词等各种历史资料，内

容则涉及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在内的各项民族政策及其执行、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

言文字、民族识别以及民族经济、文学、宗教、习俗、医药、建筑、历法、体育、诗歌、

音乐、舞蹈、美术、史诗等诸多领域。

云南民族调查资料的公开出版，最初计划编入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即《少数民族

简史》、《少数民族简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后中央决定扩成民族问题五种

丛书，增加了《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其中，

前 4 种丛书已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基本出版完毕，丛书第五种即“中国少数民族社

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云南部分，20 世纪 60 年代铅字排版印刷了一部分，80—90 年

代初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73 册，2009 年民族出版社再版。民族问

题五种丛书被称为“当今世界上多民族国家中唯一一部由政府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全面反映国内各民族情况的大型综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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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民族调查的各项成果中，最具价值者为原始记录即云南各民族社会历史调

查资料，这些调查资料至今仍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块稳固基石。据参加当年调

查工作的人员回忆和统计，云南调查组搜集、整理和编写的历史档案、少数民族文献

和调查资料，目前已公开出版约 2500 万字，仅占到云南民族调查资料总字数的 1/4 左

右。没有系统整理和出版的调查资料，部分存藏于北京、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市档

案馆、图书馆及有关研究机构，部分散落民间，部分由原来参与民族调查的工作人员

收藏，但这些珍贵的史料数十年来几乎无人问津，其中部分资料由于保存不当或经过

多次搬迁损毁严重，有些已经丢失，有些已有虫蛀，有些则因时间太久（受当年的纸

张和墨水质量所限）或受潮而变得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亟待进行抢救性发掘和系统

整理。

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云南民族调查资料存世量居全国首位。在已出版的 143 册“中

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云南有 73 册，占了总册数的一半，但还没有

系统整理和出版云南民族调查资料的字数，远远超过现已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字数的总和。云南之所以现存有如此大量丰富的民族调查资料，

是与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东南亚 3 个国家接壤）、民族情况（少

数民族种类全国第一，跨境民族种类全国第一，历史上内地民族南迁中国境内的终点站）

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分不开的，我们曾撰写过三部著作对这些问题进行论述 a。

前面所说 7 个方面的云南民族调查资料，至今仍有相当部分没有整理和出版。已

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的云南部分，大多是前面所说的第 

7 项调查即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云南民族调查的资料，而且只是其中的极少

部分，之前 6 次调查的内容很少收录，很多重要内容几乎没有涉及。例如，我们了解

和掌握的有关云南民族识别的史料多达百余万字，而目前已出版的不到其中的 1/10。

尚未进行系统整理和公开出版的云南民族调查资料，部分原存藏于云南省历史研

究所（1992 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合并各所资料室成立院图书馆，历史所资料室并入院

图书馆，云南民族调查资料也一并交由院图书馆管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最早的名

称为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它就是为了云南

a《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

以西南丝绸之路为中心》，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4 年版；《云南移民与古道研究》，云南人民出版

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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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调查而成立的。1956 年 7 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分组到达云南，

8 月 1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以配合和参与云

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与云南民族调查组合

署办公，共同工作，因而也积累和初步整理了数千万字的云南民族调查资料。云南省

历史研究所在 1965 年 9 月给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自 1956 年 8 月成立，与全国人大民委、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云南民族调查组全面合作，在党的领导下，在有关各部门协助下， 进行了 8 年的民

族调查研究工作，积累了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历史的科研档案，在省档案局的指导

协助下，经初步整理计 8607 份，分装 435 袋，约 9000 万字以上，另有图片 7000 余张。

这些科研档案，不仅是研究云南民族、社会经济、历史的基本资料，也是研究东南亚

各国民族、社会经济、 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a

从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给云南省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历史所藏存的云南民族调查

资料的调查时间集中在 1956—1965 年，即前面所说 7 项调查中的第 7 项。

通过阅读这 435 袋资料，可以发现之前 6 项调查的内容不多，而且这 435 袋资料

中有相当部分是已经出版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部分的底稿，还有部

分资料已经遗失。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文字、照片还是纪录片，云南省社会科

学院馆藏的这批资料并不是孤本，纪录片的母带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字资料有

铅印稿、打印稿、刻印稿、复写稿和手写稿，在北京、四川、云南各地的档案馆、图

书馆、政府职能部门和个人手中大多有与此相同的复本。

有待系统发掘和整理的云南民族调查资料，还有大量存藏于民间，内容包括少数

民族文献、分类调查内容、调查提纲、工作计划、工作报告、工作笔记、工作人员名单、

文件、公文、批示、审稿意见、会议记录、总结、简报、通信、文物（地契、证照、奖状、

土司谱牒、账本等）、纪录片拍摄脚本、分镜头剧本和解说词，以及 1950—1956 年各

项民族调查开始以前云南省各部门搜集的民族调查资料等。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云

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照片也有待搜集、分类整理和识别研究。这些史料的价值绝不亚于

已公开出版的调查资料，而且可以与已公开出版的部分相互印证，从而完整地还原那

一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发展的历史进程。

a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关于战备疏散、自力更生、逐步解决简易基建问题的报告》，1965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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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和搜集云南民族调查资料，多次前往北

京、四川、贵州、广西及云南各地，走访了部分参加过当年民族调查工作的老同志，

向他们了解当时民族调查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的程序和过程，通过各种手段去搜

集和辨识 1950—1965 年的云南民族调查资料，至今已浏览史料 2 万余份、照片 15000 

余幅，并收藏了部分资料和照片。

2004 年，我们策划并出版了《见证历史的巨变——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纪实》

一书，全书分为 4 卷，即社会发展卷、生产劳作卷、生活习俗卷和文化艺术卷，书中

提供了 1480 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我们搜集、整理云南民族调查资料的阶段性成果。 

之后在继续查找、搜集和购买各种云南民族调查资料的同时，我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

下，阅读了全部能够找得到和看得到的云南民族调查资料，并开始着手辨识和系统分

类整理工作，计划将其部分陆续公开出版。由于经费等多方面的原因，这项工作至今

仍在进行之中，因而先将云南民族调查资料的主要情况和一万多份史料的目录编成《云

南民族调查史料钩沉（1950—1965）》一书，抛砖引玉，希冀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研

究新中国建立初期云南各民族的发展历程，也期望有更多的人去抢救和保护云南民族

调查资料，少存遗憾，给后人留下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在出版学术著作并非易事的当下，非常感谢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诸多领导和编辑，决然投入资金，付出心血，全力促成本书面世。

他们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不但让我们有了坚持学术研究的勇气，也给了我们一定

要把云南民族调查资料发掘和整理工作做好、为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多尽一点儿责

任的信心。

                                                                                                  作者

                                                                                                  2015 年 9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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