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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简史》

前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
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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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白族简史》

内容概要

《白族简史》讲述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激发各族人民
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
我们决定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早在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
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
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
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到1959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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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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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农奴制第一节 大理国的建立第二节 洱海地区生产的发展第三节 封建农奴制度第四节 各族人民
的起义第五节 大理国与祖国内地的密切关系第六章 封建地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第一节 元代白族社会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产生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产生二、白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三、白族与各
民族的友好关系第二节 明、清时期白族社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领主制度的废除二、农业
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三、土地集中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化四、手工业的发展和工人的悲惨生活五、商业和
城镇经济的发展第三节 明、清时期白族人民反封建的斗争及与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白族人民
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二、白族与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第七章 白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第一节 帝
国主义的入侵和白族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第二节 白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第八章 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白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加深第二节 军阀混战与国民党统治第三
节 白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第四节 解放战争中白族人民的重大贡献第九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白族人民
的成长历程第一节 迎来翻身解放巩固人民政权一、肃清土匪安靖地方二、初抓经济工作安定人民生活
三、恢复发展生产为土地改革作准备四、改造旧式教育开展卫生和其他社会工作五、在抗美援朝运动
中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六、土地改革第二节 培养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团结一、消除民族隔阂二、团结在党
中央的周围三、第一次普选四、培养白族干部第三节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互助组的建立二、发展农
业生产合作社三、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四、手工业集体化五、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四节 
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一、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建立二、自治权利的行使三、新型的民族关系第五节 曲折的
前进道路一、反右派运动二、反地方民族主义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四、贯彻“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五、“四清”运动六、“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六节 新时期白族社会经济文化
的发展一、拨乱反正二、民族区域自治作用重新发挥三、白族自治县、民族乡的增置四、新一代白族
干部茁壮成长五、白族文化资源得到最大的保护六、白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第十章 白族的科学文化
第一节 古代的科学文化一、农业、水利、历法和气象知识二、建筑和医学知识三、吏学四、文学五、
音乐、舞蹈和戏曲六、绘画、书法、雕刻及其他第二节 近百年的科学文化一、科学二、文学三、艺术
四、学校教育第十一章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第一节 风俗习惯一、服饰二、饮食三、居住四、家庭和
婚姻五、丧葬六、主要节日七、禁忌第二节 宗教信仰一、崇拜本主二、佛教白族人口分布情况白族历
史大事年表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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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简史》

章节摘录

　　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是一个多山的高原地区。东部属云贵高原，西部则处于青藏高原与印缅次
大陆的接合部。河流、山脉自西北的青藏高原骈臻南下，约当东经100。北纬27。起自北而南地展开，
像一把打开了的纸折扇；其间挟带着若干中小盆地、台地或谷地，海拔也随之逐渐下降。从最高点海
拔6 740米的德钦县梅里雪山，到最低点海拔76．4米的河口县南溪河口，高差竞达6 663．6米，平均每
公里下降7米。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84％，丘陵地占10％，平坝占6％。无一县无山区。全省有聚居区
的24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分属于藏缅、壮侗、孟高棉和苗瑶四个语族。他们有的耕、牧于山区
和高寒山区，有的经营农业于盆地或台地，有的则生活于低热河谷，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处于其间。这
种民族分布情况在大多数县境内都是如此，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高度杂居区。　　由于历史上各民族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如因游牧、开荒、贸易、迁徙以及奴隶主和封建主所发动的掳掠、配
隶、移民和战争等原因，民族移动和各族之间的同化与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此
一族体内的一部分人分化出去加入了其他族体，同样也必有一些他族的人加人了此族；他族亦复如是
。这在多民族的杂居区尤其如此。因此导致了在研究云南各民族的族源时，对于文献记载中不同时期
的各种古代族称，经常发生一些分歧的意见和解释。但是，民族是历史形成的。

Page 5



《白族简史》

精彩短评

1、八十年代的老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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