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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苗族社会调查》

前言

　　20世纪，以科技革命为动力的现代化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人类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创造的
财富，比此前各时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制造技术的发展
与推进，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丰富了人们生活，使世界变得更加精彩。带着丰硕的成果，人类步
入了21世纪。　　然而，现代化是一柄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在人类以科学为手段并为理性张大所创造
的成就欢呼，尽情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在品尝它所酿造的一连串苦果。人口膨胀、环境
恶化、道德失范、人际关系紧张、南北差距拉大、文明间的冲突等等这些在上个世纪已经凸现的问题
，将困扰21世纪的人类生活。如何改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也成为摆在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民族与宗教问题作为世界性难题，影响着世
界和平与人类发展。20世纪，由民族问题引发的一系列战争和冲突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民族分裂
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泛滥，成为时下全球关注的热点。有学者认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民族与宗教问题。民族间的纷争与冲突，不同宗教信仰人群间的对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
现代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挑战，世界不断发展与少数民族贫困
化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将成为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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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苗族社会调查》

内容概要

《海南岛苗族社会调查》内容简介：20世纪，以科技革命为动力的现代化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人类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创造的财富，比此前各时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新材料技术、制造技术的发展与推进，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丰富了人们生活，使世界变得更加
精彩。带着丰硕的成果，人类步入了21世纪。
然而，现代化是一柄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在人类以科学为手段并为理性张大所创造的成就欢呼，尽情
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在品尝它所酿造的一连串苦果。人口膨胀、环境恶化、道德失范、
人际关系紧张、南北差距拉大、文明间的冲突等等这些在上个世纪已经凸现的问题，将困扰21世纪的
人类生活。如何改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也成为摆在人文
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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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过去的情况下，由于苗胞居住于山上，没有土地，除了砍山栏的钩刀是主要生产工具外，粉枪
也是他们的一种主要生产工具。我们就从他们现在的打猎的数字和收入来看，很显然，过去苗胞除了
租山砍山栏之外，就是靠打猎来维持生活（参看副业打猎部分）。　　据了解，苗胞的手工业，男女
是有分工的，例如：男人织渔网、织竹箩（篓）、做抬桌等；纺织、绣花（包括蜡染）、织草席、染
布等均为妇女负责。这点与黎族地区基本上是相同的。　　（2）副业　　这一苗族地区，除了种田
及砍山栏所出的谷子是主粮和种芋头、木薯、番薯、包谷等主要杂粮外，该地还有许多副业，如种植
香蕉、花蕉、甘蔗、冬瓜、南瓜、甜瓜、黑豆、萝卜、木瓜、豆角，饲养的猪、鸡、鹅及到山上采白
藤等。还有打猎所获的鹿茸、鹿皮、鹿骨、山猪、箭猪、山鸡等，以自用或出卖来补助生活。　　这
些副业的产品，也有出卖与非卖两种，出卖的种类大致为香蕉、花蕉、白藤、鹿茸、鹿皮、鹿骨、猪
、鸡、鹅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剩余的瓜菜，有时可以担到文化市甚至通什市出卖；其余的鹿肉、
山猪肉等均是自吃。根据这种情况，我们采用两种折合办法计算来说明这些副业对其生活所起的作用
：第一种将其出卖部分收入折成主粮，按户数或人数与其主粮的收入对比；第二种，将其不出卖的肉
类按人数户数来平均计算。现在就将其两部分来计算一下，如1953年的打猎（仅是上表中31户的数字
）共打到山鹿50只，内有鹿茸7个，共卖得1100万元（旧币、下同），鹿皮、鹿骨卖到900万元，还打
了10只猴子，共卖了100万元，仅这两项数字就有2100万元（按31户计每户可得67000多元），若加香蕉
的收入80万元，白藤收入320万元，每户平均可得19.6万多元，若将此款来买谷子可买到8460斤，等
于31户中主粮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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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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