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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占4口

曹成党同志芝《傣族社会研究))，是其继《傣族农奴制和宗教

婚姐》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10月出版〉之后研究傣族

社会的又一部专著。作者长期从事傣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对傣

族社会历史曾提出许多新的见解，本书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主要

学术观点，富有学术价值。

作者广泛利用调查材料、文学作品、民间传说故事和汉、傣

族文献资料，恢复了傣族的原始社会生活，指出在家族公社和农

村公社时期开始孕育出阶级，出现了家长奴隶制，在家族公社和

农村公社尚未完全解体的情况节，形成了具有国家性质的大犬小

小的地方政权，进而产生了凌驾于一个个分散的地方政权之上的

统一政治机构和最高统治者。由于农村公社未在这一历史发展过

程中解体，甚而长期保存下来，因此家长奴隶制没有机会发展，而

农奴制社会经济因素却得以发展。作者以较多的篇幅论证了傣族

家长奴隶 制 的来源、性质、特点以及奴隶制不发达的原因。书中把

从农村公社直接向农奴制过渡中的最高统治者〈西双版纳地区的

1"召片领" )称为"君主"，专制君主对广大村社成员进行普遍

奴役，实行贡纳制剥削。同时，统治者掠夺村社土地直接经营，

向村社农民实行封建地租剥削，于是统治者成为农奴主，自由村

社成员沦为农奴。农奴制的形成是傣族社会发展的一大飞跃，因

而在14-15世纪傣族社会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经济发展较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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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约在18世纪农奴制经济开始逐渐向地主制经济过渡。

但由于村社制度未遭到彻底破坏，村社在农奴制下尚在继续发挥

作用，村社的存在与农奴制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从而阻碍了

傣族社会的发展。此外，自然条件的影响、宗教迷信普遍盛行、

家庭婚姻制度中不利于生产的习俗、外部国家和外来民族的战争

侵略等客观原因，造成傣族社会的政治僵化，自给自足的小农业

经济得不到顺利发展，因而农奴制经济长期停滞。书中提出的上

述一系列问题，的确是学术上重要的问题，很有研究价值。

《傣族社会研究》对傣族社会的奴隶制和农奴制进行了系统

研究，初步总结出傣族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研究傣族社会的重要

成果之一。我们希望有关少数民族的奴隶制、农奴制研究向更深

入、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使农奴制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马耀

1987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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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社会研究》是用民族学方法研究傣族社会发展规律的

专著。现将解放前傣族社会的面貌先作一扼要介绍。

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各地区不同，有的是封建

农奴制，有的是奴隶制，有的甚至还保存着明显的原始公社制残

余，可以说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虫。存在着封建农奴制的民族，

有藏族、傣族、哈尼族等民族。这些同处于农奴制发展阶段的民

族，其社会制度又各具特点。西藏的农奴主是由官家(封建政

府〉、寺院、贵族三者组成。农奴主仅占人口的 5 %，却占有全

部土地和大量牲畜。农奴主拥有庄园和依附在领地上的农奴，并

占有少量家奴。农奴从农奴主处领到一小块"份地"，要以一部

或大部分时间为农奴主服无偿劳役和缴纳各种捐税。西双版纳傣

族地区与西藏有所不同，农奴主主要由各级封建政府的官家〈土

司〉和属官组成，全部土地名义上属于最高封建农奴主一一"召

片领" (意为广大土地的主人〉所有F 土地的-小部分作为各级

农奴主的"私庄"和分给属宫的"薪捧回"，征派农奴无偿代

耕，其余大部分作为农奴的"份地"，通过农村公社〈以材寨为

单位) .把土地和宫租、劳位等负担分配给农奴。傣族社会保留

着较完整的农村公社，这是傣族社会的主要特点。

傣族约有83.4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西南部，多聚居在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耿马傣族低

族自治县、孟远傣族拉拮族低族臼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



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还有-部分散居在云南省的 30 余个

县、市。

从内地到边疆，各傣族聚居区所处历史条件不尽相同，社会

发展不相一致，在土地占有形态、阶级构成、剥削方式以及政治

制度等方面都各有特点，反映了傣族社会由封建农奴制向封建地

主制过渡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景东、新平、元江等地区，傣族和

汉族交错杂居，吸收了汉族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力发展校

快，较早地进入了封建地主制。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社会的发展则

相对缓慢，还处于较完整的农奴制阶段。

农奴制是一种以农奴主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以及不

完全占有生产者为基础的剥削制度。西双版纳地区的全部土地(包

括所有土地、山林、水源等〉都为最高统治者召片领所萄。召片领

又分封其宗室、亲信为一个区域内的统治者，称为"召勤" (意

为一个地区的主人) ，世袭领有境内的土地和人民。在封建农奴

主大土地所有制下，土地的一部分为农奴主直接占有，成为私庄

和赐给属宫的官田，另一部分为农奴的份地。份地为材社集体占

有，由同一村社的成员分配使用，但是农奴领取份地必须承担各

种封建负担，即"种田出负担"。这种封建负担是农奴主剥削农

奴的主要手段。由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最高农奴主，因而存在"田

里不雷"的现象，不存在土地的个人所有制，也就没有土地买

卖、典当、转让的情况。

农奴主和农奴的矛盾，是农奴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阶级关

系，在农奴制下是通过等级制度表现出来的。贵族按血缘亲疏划

分为"孟" "翁"两级。孟(意为头盖骨，以人体最高部位比喻

至高无上)是最高统治者的摘亲，为贵族等级中的最高尚者，只

有孟级才能继承最高农奴主召片领或召勤的地位，翁是最高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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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近亲，翁级能被加封为召勤或委任为统治机构中的主要官员

〈这些官员又概称为"波朗"系召片领或召勤派出兼管监督辖

区内的官员和强制农民缴纳封建负担的属官〉。由召片领、召

勤、波朗和个别村寨头人等各级农奴主构成的农奴主集团，约占

总人口的 8%和总户数的 2-3%。广大农奴因其历史来源不

同，划分为"傣勤"和"滚很召"等级。傣勤〈意为本地人或建

寨最早的人〉约占总农户的55%，其先人渊源于本地农村公社成

员，是早期的居民，地位较滚很召等级农奴为寓，占有较多的土

地-一村社集体所有的"寨公田"。滚很召(意为官家的人或

主人家的人〉约占总农户的39.2%，这是一个因各种社会原因丧

失了土地和人身自由、·在封建化过程中隶属于农奴主的农奴集

体，处于封建等级阶梯的最低层，社会地位最低，所受剥削最

重。农材中还有占总农户5.7% 的由农奴主(贵族〉集团中分化

出来的"自由农民"一一一"召庄"等级。召庄是贵族的支裔，他

们因与贵族统治者血缘关系疏远，贵族赐给他们一份土地，让其

耕种，自食其力，不承担封建负担，成为"自由农民"。

农奴除负担沉重的官租和无偿耕种农奴主的官田外，还要负

担修路、架桥、兴修水利等地方劳役，承担农奴主家庭的煮饭、

洗衣、养马、养象等劳役，农奴主的一切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文

化享受，都由农奴分寨包干，世代相承。各级农奴主还凭借政治

特权，进行超经济剥削，强征各种苛捐杂派，榨取农奴的脂膏。

广大农奴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农奴主的土地上，被迫向当权农奴主

"买水吃，买路走，买地皮盖房子" J 农奴被折磨死了，还得闯

农奴主买土盖脸。没有向农奴主承担过负担前未成年男子，死了

不能埋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只能抛在大河里。

农奴主为了镇压广大农奴的反抗，有一套维护主古建统治的政

3 



治机构。在最高统治者召片领之下设有"议事庭"，它是权力机

梅和议事机构。召片领之下辖有 30余劫，各动也有议事庭。前以

下是"火西"，管理若干村庄，其首领称为"叭火西".火西以

下是村社，设有"叭"、"排"、 "先"各级头人。此外还拥有

军队、制订有法律条例。农奴主通过这套专政机构对农奴进行统

治和剥削。

德宏、孟连、耿马等边疆傣族地区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农奴

制，在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村公社则进一步解体，农民

占有的份地逐渐稳定，甚至可以世袭占有，出现了土地买卖、典

当，实物地租也较普遍，地主富农经济已开始形成并有所发展，

农奴主大土地所有制逐渐趋于解体。

以上就是民主改革前傣族社会的概况。本书从傣族社会的这

些情况出发，着力探索傣族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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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

傣族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虫，由于资料缺乏，

至今仍基本上是一个空白。本书利用傣文记载的神话、传说、

古诗歌等文学作品的汉译本和广泛流传的口头文学以及民族学调

查材料，对傣族古代社会的面貌及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作一

探讨.

第→节傣族先民的原始生活

在《论傣族诗歌》①中，保留有不少关于傣族先民原始社会

生活的材料。该书附录的 《谈寨神勤神的由来)) (著者侠名〉一

文，描述了傣族先民迁徙的路线和经过，提出傣族的祖先是从哪

里来的?是从热带森林搬来的还是从寒冷的森林搬来的?为什么

要迁徙等问题，然后逐一作了详尽的解答。

所谓从热带森林或寒冷森林迁来的问题，就是从南方迁来的

还是从北方迁来的?作者根据傣族古书对祖先生活环境的描写认

为，傣族的祖先是从寒冷的森林迁徙来的，即从现在所居地区的

北方迁徙来的。所谓北方，就是指傣族现居地区以北的长江以南

地区。这与我国-些学者认为傣族的先民属于南方百越族群的结

① 枯巳刮着、右'温扇译<(j~傣族诗歌)) .中国民问出版社. 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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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一致的。

文中描写道z 他们在原始群居时，过着采集经济生活。居住

的地方冰天雪地，土地冻得硬如石头，雨水凝结得象盐块。森林

里的风很大。人们住在山洞里，没有火取暖，没有布遮身，大人搂

着小孩，小孩靠着大人，互相挤着以体温取暖。饥饿是人们的最

大威胁，虎豹猛兽是人们的凶恶敌人。大家天黑睡一处，天亮去

觅食。那时还不会用火，食物都是吃生的。-旦食物匮乏，就要

发生争抢，甚至斗殴，可是过后却不记仇。这些事实告诉我们，

傣族先民原居于现今地区以北的寒冷地方，随着避寒觅食，为改

善生存条件才慢慢向热带森林转移的。那时人们刚脱离动物界，

由猿人进化为现代人，基本上是靠自然界提供生活资料，所以当

食物缺乏时，很容易象动物那样争抢。上述这些描述，表明傣族

先民在从原始人群过渡到原始民族社会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历虫

发展阶段。

这里提出了一个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中分配制度的发生发展问

题。书中说，当食物匮乏时，人们边拣边吃，甚至争抢斗殴。这

说明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制度是与人们开始群居同时出现的，

但平均分配就不一定和人类的诞生一起产生了。因为平均分配，需

要有一个能基本满足人们最低生活需求的物质生产基础，而要达

到这样的水平，显然是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的。

《论傣族诗歌》弓I <(麻擎沙罗里》 经书说=傣族先民在采集

经济生活时代，人们没有刀和弓箭，以石头木棒作为武器，或是

用野生植物的藤条去拌野兽的脚，以捕捉或防御猛兽的袭击。人

们靠采集野菜野果、树皮块根维持生活，以树叶蔽体。经书称这

个时代为"穿树叶的时代"。从此人们开始了第一个人类社会的

发展阶段一一民族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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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树叶的时代，以树叶蔽体，以采集为生，说明这一时期还

没有纺织业，处于蒙昧社会的低级阶段(因纺织业产生于人类植

会蒙昧时期的高级阶段〉。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语言。 <<诗论》

说，"古代人的心理活动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是以摇头、点头和招手

来表示的。婴儿的啼哭不是语言，属于生物的本能"。人类的语

言来自人们的社会活动，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眼见和感觉的实

践，产生了思想，为了表达思想感情，才产生了语言。 总之，

"眼见和感觉是思想的基础"， "思想又是语言的基础"。这些

分析都是很科学的。

《傣族古歌谣》从许多方面反映了傣族先民原始社会的生

活①。如《摘果歌》就生动地描绘了傣族先民在民族公社时期的

生产生活情景。

我们住在山脚

我们睡在山洞

两边都是犬森林

大森林里野果多

有甜的有酸的

有红的有绿的

有大的有小的

叫一声人们快上衬

只见犬人和小孩

只见老人和妇女

① 《傣族古歌谣 )} .中国 民闲文艺出版社〈云南) 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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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争我赶拥上来

爬直树

爬弯树

摘的摘

吃的吃

梧的摇

4东的替、

哭的哭

笑的笑

象雀鸟嬉闸

~蜜蜂呆花

象模子打架

叽叽啧啧

真热闹真好现

嗽哝嗽①

《睡觉歌》则反映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在恶劣自然

条件下，生活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焦虑心情z

睡觉了 睡觉了

好好睡 睡个饱

明夭夭一亮

还要满山跑

。 人们在劳动中发出的欢快呼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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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在东边

野果在西边

猴子真狡猾

黑熊也不笨

还有松鼠和小雀

都想争着来吃果

我们回睡不好

明天起得迟

呆不着野菜

搪不着果子

大人肚子饿

小孩更可怜

好好睡 睡个饱

明天大家要起早

在采集经济时期，人们没有兽皮和纺织品为衣着，也投有房

屋居住，而是穴居山洞，以御寒挡风，防止野兽袭击。<(关门

歌》就反映了这种生活的情景z

山洞在野外

山洞在森林

野外有大蛇

林中有虎豹

孩子们 快进去

老人们快进去

我要关门了

, 



我要堵洞了

搬来千树枝

拉来绿树叶

拾来大石头

堆在洞门口

挡风又防冷

野兽进不来

我们才安全

关门了关门了

嗽嗽嗽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居住在森林里，依靠采集野果野菜生

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逐渐繁衍增殖，能食的野生植物也相

应减少了。为了谋求生存，人们只好由北向南，向气候温暖、食

物丰盛的热带地方迁徙。《论寨神勤神的由来》引《巴塔麻桑捧尚

罗》①一书说z 人类最早的祖先古里玛和古玛列夫妇住在寒玲的

山洞里，找不到充饥的野果，为了求生，只得叫女儿到南山去寻

找"帕冷" (水香菜) ，叫儿子到南海边去寻找"麻黑" (野茄

子〉。女儿去了不回来，儿子去了也不回来。这段故事就反映了

当时人们为了生存，只得向南方迁徙的情况。

从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经济生产方式转变，必然是以

① 4论傣族诗歌》第97页注((巴培麻桑捧尚罗》是一部记载傣族祖先开天'*

地传说的书，有如《创世纪>) 0 u巴培麻桑'，意思是"开始，破天荒的":

"尚罗"意为"建立大地" u捧"是"神" u巴培麻桑捧尚罗"，

是"神开始建立大地"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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