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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

前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
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
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
刊共有84种145本。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
的重要参考资料，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
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
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
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本次修订再版，在尊
重史实，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式的总原则下，主要是订正错误，并以修订注释的形式增补新
的人口数据和地方行政隶属的变化情况。另外，原书中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因无资料可查核
，部分只能保持原貌，仅供参考。《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牧区社会历史调查》不再单独出
版。新增《吉林省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
西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海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4本。修订本合计为86种14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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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内容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
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
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有84种145本。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为国
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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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普雄县瓦曲曲乡社会调查　　四川民族调查组瓦曲曲小组　　第一章一般情况　　一、地理位置
　　瓦曲曲乡属于普雄县申果庄区，位于直普拉达河谷北部。西边经马姑山与普雄河谷相邻，东边经
连扎古洪山脉和连扎洛河谷相连，北边经过申果庄乡和沙苦乡就是大凉山地区的南北分水岭，南边是
直普拉达河谷。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凉山的中心地区。　　包括瓦曲曲乡在内的申果庄地区都是山区。
直普拉达河谷纵贯瓦曲曲乡，但是直普拉达河及其支流的河谷狭窄，平坝很小。本乡位于高山环绕中
接近河谷的低山地带，地势比四周山区稍平缓。　　这一带是在最近几十年内才完全从森林中开发出
来的。目前森林已全部被破坏，仅留下少数零星林地。本乡最北端的哈诺莫泽村村名，即被烧光了的
森林地区的意思。解放前，本乡绝大部分土地已被开成轮歇地。　　解放前瓦曲曲乡有小路东通美姑
县的连扎洛，经牛牛坝可通往雷波；西经普雄河谷通往越西；北经洛古拉达去呷洛；向南顺直普拉达
河谷直通昭觉。但都要翻山越岭，山路曲折狭窄，经过的河流没有桥梁，每到雨季，河水暴涨，山路
泥泞滑陡，交通极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凉山地区的各家支分割，与相邻的家支常打冤家，通往汉区或
凉山边缘地区要经过一个或几个其他家支的地区，必须寻找“保头”才能通过，因此这一带受汉区或
凉山边缘地区的影响较小。　　全县南北约十五华里，东西二十多华里，目前有四百多户居民。　　
二、本乡在阿侯家统治地区的地位　　解放前，瓦曲曲乡是黑彝阿侯家的统治地区，为了说明它在阿
侯家统治地区的地位，所以也简略地介绍阿侯家的分布和迁徙。　　阿侯家分布在美姑县的西北、普
雄县的东部和北部、甘洛县南端和昭觉县的北端，是一片相连的地区。其中有少数阿陆家、苏呷家和
海乃家的黑彝，他们与阿侯家黑彝都有姻亲关系。美姑县的衣吉拉达、侯布列拖和普雄的申果庄这三
个相连的地区是阿侯家势力范围的中心区，瓦曲曲乡就在这个中心区之中。　　阿侯家最初居住在马
边县的木合拉达，逐渐西迁至美姑县的衣吉拉达，后来又向西南迁徙。十六代人以前，阿侯家分为两
大支，阿居拉马支往南向美姑昭觉方向迁徙，与阿陆家、马家共同打走了沙马土司以后，又排挤了阿
陆家和马家；阿居侯俄支向西迁徙。阿居侯俄的儿子普古以后又分成三个大支，十三代人以前，普古
的幼子阿孜这一支首先向西北方向迁徙，现在多住在普雄境内的诺古拉达、中普雄、下普雄和甘洛县
的南端；普古的次子阿枝这一支下边人户较多的有两个支，即十代以前的阿枝的曾孙尔呷哄车和尔呷
布吉二人的后代，哄车支现多分布在美姑县的连扎洛地区，布吉支分布在从直普拉达往西直达普雄河
谷；普古的长子结孜的后代从九代人以前的阿次拉咱开始也向西迁徙，现分布在洪溪和普雄境内。瓦
曲曲乡的黑彝主要是阿侯普古结孜支下边的阿次拉咱支和阿侯普古阿枝下边的尔阿布吉支。　　阿侯
家由于西边的河谷较宽阔，土质和气候都较高山区好，因而不断往西扩张，一直到普雄和甘洛县南端
。在那一带地区，先是勿雷家和果基家打走了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彭伙土司，之后又被阿侯家占领。瓦
曲曲乡就是历史上阿侯家西迁途中的一个重要据点。瓦曲曲乡曾是黑彝然夫家居住，但尚未完全开发
的地区，至今黑彝比较集中的力觉村还称为“然夫力觉”。阿侯家从洪溪南迁连扎洛以后，在距今十
代和九代人的时候，结孜支下边的拉咱支和阿枝支下边的布吉支西迁瓦曲曲乡，赶走了然夫家，并由
此经申果庄迁往上普雄和中普雄。解放前夕瓦曲曲乡的布吉支黑彝曾互相约定全部西迁，后因不久即
解放而未完全迁走。这一带黑彝中间也流行着“人生在东方，向西方发展”的话。　　由此可见，瓦
曲曲乡在阿侯家西迁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本地区的社会特点　　申果庄区是凉山的腹
心地区，历来比较少受外来的影响或干扰；它又是凉山许多黑彝家支中少数强大家支之一阿侯家的中
心地区。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个地区的占有娃子状况和经营土地方式，确实更多地保留着凉山彝
族奴隶社会的固有面貌，它是研究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固有面貌的典型地区之一。　　申果庄区所保留
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固有特点，主要表现在黑彝占有娃子状况和土地经营方式这两个重要方面。黑
彝占有娃子状况的突出特点是瓦加的数量远多于曲诺（对呷西的占有，一般都不多），就整个地区的
情况来说是如此；再就黑彝个体家庭占有娃子的状况来看也是这样。如瓦曲曲乡黑彝奴隶主阿侯木铁
是本地区占有娃子最多的大奴隶主。他所占有的83户娃子中，瓦加占绝大多数，有76户；而曲诺则只
有7户，而且是在上一代才上升的，距现在只有三四十年，以前这一户黑彝不占有曲诺。至于本地区
的黑彝奴隶主阿侯甲孜兄弟，占有63户半瓦加，他们的祖先就从未占有过曲诺这一等级。申果庄区黑
彝奴隶主阿侯洽尔兹所占有的25户娃子中，瓦加有20户，曲诺只有5户，且摇摇欲坠，如果不解放，就
要被降为瓦加了。阿侯洽别拉铁占有的l0户娃子全是瓦加。　　本地区的白彝（曲诺、瓦加）主要有
沙马曲比家、木出家、姐觉家、吉瓦家、马黑家、海来家、阿木斯土家、沙马石衣家、景古家、伙作
家10个家支。他们多原为沙马、海乃、姐觉、补约等土司、土目所属曲诺。原来的主子被黑彝阿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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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陆家、甘家等打败南逃后，他们流落在黑彝阿侯家势力范围内沦为瓦加。如吉瓦家在其他地区多
为曲诺，而在阿侯家占统治地位的申果庄区多为瓦加。历经逃亡斗争，在近两三代才有少数升为曲诺
。又如姐觉家共有七百多户，遍布凉山各地，在边缘区，曲诺比瓦加多，接近中心区，曲诺减少，到
了腹心地区申果庄区及其附近地区将近两百户完全是瓦加。瓦曲曲乡瓦曲曲村姐觉约格、姐觉磨合（
奴隶主）等叔侄兄弟十余户求为曲诺不得，逃投下普雄地区黑彝勿雷家得升为曲诺，后被其原主子阿
侯阿坡全部绑回，加以镣铐，责以要挟升为曲诺和逃亡之罪，并将姐觉、约格打死，其余不敢复求为
曲诺，才被释放。　　这些迹象表明：在凉山黑彝各家支中，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阿侯家，在其所
统治的凉山腹心地区申果庄及其附近地区，原来是没有比瓦加较多一些自由的曲诺这一个被统治等级
存在的，即使有少数外来的曲诺，也多被下降为瓦加。近两三代以来，由于瓦加的反抗斗争（主要形
式是逃亡）和外界的一些影响，瓦加中才有很少数得上升为曲诺；这些上升的曲诺，其地位并不稳固
，主子找借口就可使其下降。而呷西上升为瓦加则很容易，所以这里的瓦加就特别多了。由此可见，
凉山腹心地区申果庄区所保留的固有面貌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这里原来没有曲诺这一个被统治等级，
它在这里出现是后来的事。　　这里黑彝经营土地有娃子耕作和出租两种方式。在娃子耕作地中，有
些曾一度出租，后来又收回用娃子耕作。如黑彝奴隶主阿侯木铁、阿侯石贴、阿侯达耶等就是这样。
土地经营方式的特点是娃子耕作地的土地面积和收入量都大于出租地。瓦曲曲乡16个自然村20户黑彝
（16户奴隶主，4户劳动者），都是娃子耕作地的面积和收人大于出租地的面积和收入。申果庄乡黑彝
奴隶主阿侯洽尔兹、阿侯洽别拉铁、阿侯兹古也都是娃子耕作地的面积和收入大于出租地的面积和收
入；而劳动者阿侯舍比的土地则全是娃子耕作地，没有出租地。在1947年前，阿侯木铁、阿侯洽尔兹
的娃子耕作地比民改前还大，后来才把一部分离家远的娃子耕作地改为出租。所以使用娃子耕作是这
里黑彝固有的经营土地的主要方式。　　瓦加每年在主子的娃子耕作地上自带工具和耕牛服无偿劳
役50～60天，而曲诺一般只有20～30天，有些只有15天。这里黑彝占有的瓦加多，和它所经营的娃子
耕作地多是相一致的。黑彝奴隶主的生活主要是建立在对人口比重最大、人身自由权利很少的瓦加和
毫无人身自由权利的呷西这两个等级的剥削上，主要是通过娃子耕作地的经营方式进行剥削。至于具
有比瓦加较多一些人身自由的曲诺等级在这个地区并不占主要地位。　　第二章人身占有状况　　黑
彝等级是彝族的贵族，它可以占有其他各等级人户，不论这些人户是什么阶级。在曲诺和瓦加这两个
等级内部，由于血缘上的差别也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即有家支而且家支代数较长的人户，彝称“曲
伙”即彝根，一般认为是较久的彝族或“传统”的彝族，他们可以占有那些没有家支或家支代数很短
的人户——彝称“马邀”，即有较近的汉族血统的人户。曲诺等级中除个别的例外（瓦曲曲乡没有这
种例外）都是“曲伙”；瓦加等级则包括“曲伙”和“马邀”两种血统。呷西是最低的等级，其中多
数是汉人，彝称“朔”或代数很短的汉根人户即“马邀”，他们被黑彝、曲诺、瓦加三个等级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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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那时候有没有统一的调研方法与主题？他们是怎样进行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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