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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中国人，谁不熟悉这首歌？
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年长年少，都会被这首旋律优美、热烈欢快的歌曲感动，都改变
不了脉管中奔涌着的中国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
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这55个少数民族是：蒙古
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
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
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
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
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
    中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
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有汉族居住。
这种分布格局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相互交往、流动而形成的。
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少数民族居住。
绝大部分县级行政区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居住。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辽宁、吉
林、湖南、湖北、海南、台湾等省、自治区。
中国民族成分最多的是云南省，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
    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56个民族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不同，因而既有
同种同源同根同脉同习同缘的共性，又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的丰
富性与多样性。
从内蒙古大草原蒙古族的“那达慕”赛马竞技，到云南西双版纳傣家山寨的泼水节；从世界屋脊传唱
的古老神秘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到漓江两岸刘三姐故乡的壮族对歌；从舞动在白山黑水间的
朝鲜族长鼓舞，到响彻青海湖畔的土族“花儿”；从在绿得醉人的新疆吐鲁番葡萄沟翩翩起舞的维吾
尔族舞蹈，到在如梦如画的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洱海间飘荡的叮咚三弦⋯⋯正是这色彩斑斓、风格各
异的多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万千气象、万紫千红、万古长春的壮丽画卷。
    为了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把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一代代
传承下去，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特邀请有关民族文化学者与作家，一起
为广大少年儿童编撰了这套“五六一文化工程——民族文化经典故事丛书”。
    可以说，这套丛书是专为新世纪少年儿童量身定做的，一个民族一册，共56册。
丛书以56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为主线，有机融汇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故事艺术，图文并茂，生动形象
，融思想性、故事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炉。
除了纸媒图书外，又制作成CD和DVD光盘，力图用多媒体的形式，全方位展示56个民族历史文化的
绚丽画卷与壮美史诗。
这是献给伟大祖国母亲的礼物，献给亿万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五十六本好书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
好书大家读，读书长精神。
    “五六一文化工程”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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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经典故事丛书”是专为新世纪少年儿童量身定做的，一个民族一册，共56册。
丛书以56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为主线，有机融汇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故事艺术，图文并茂，生动形象
，融思想性、故事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炉。
除了纸媒图书外，又制作成CD和DVD光盘，力图用多媒体的形式，全方位展示56个民族历史文化的
绚丽画卷与壮美史诗。
这是献给伟大祖国母亲的礼物，献给亿万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

 本册《黎族》为该丛书之一。

 《黎族》由郭宇波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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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黎族是唯海南独有的民族。
三千多年前，“百越”(秦、汉以前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众多部落)的一支古骆越人(史称“俚”、“俚僚
”)，由于战乱等诸多原因，逐渐向南躲避于山岭；部分人从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一带，乘独木舟、
竹筏等登上海南岛，成为海南最早的居民，这就是黎族的祖先。
宋朝以后，海南岛的居民开始称为“黎”。
黎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汉文是黎族通用的语言文字。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黎族人口数为124万多。
    关于黎族的起源，在黎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黎族的起源侉说    远古的时候，海南没有人类，岛上只有各种飞禽走兽。
在海南岛的中部有一座高山，山上长年云雾缭绕，看不清它的真面目。
一天，天上的雷公来到这里，看到岛上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心想：这里是个好地方，要是能在这里
居住该多好啊。
    于是，他将一颗蛇卵藏在山中，托山上的五色雀照护。
第二年农历三月初三再次经过时，他打下一声惊雷，山摇地动，震得藏在山上的蛇卵裂成两半。
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美丽的小姑娘。
雷公变成一个慈祥的老爷爷，给小姑娘取名叫“黎”。
    山中的五色雀、梅花鹿等各种小动物都跑来庆贺，它们叫她“阿黎姑娘”。
阿黎姑娘与小动物们为伴，饿了就采野果吃，渴了就喝山泉水，困了就睡在大树上，很快就长大了。
虽然生活无忧无虑，但更深夜静，小动物们都睡了的时候，她还是感到特别孤独。
    一天，有个英俊的小伙子跨海而来，到山中寻找一种珍贵的香料——沉香。
小伙子在山上遇到阿黎姑娘，立刻被她的纯真和美丽所吸引。
两人相互钦慕，心生爱意，很快生活在一起。
他们在山上繁衍生息，有了许多的子子孙孙。
山上的野果，已经远远不能填饱他们的肚子。
于是，雷公就派五色雀叼来山栏稻种，让他们带领子孙后代，砍荆棘，种山栏。
他们用山栏稻煮出香喷喷的饭，用山栏米酿造甘甜的酒。
从此，祖孙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后来阿黎姑娘老了，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子孙后代为了纪念她，尊称她为“黎母”，把她出生的这座山叫“黎母山”，并自称为“黎人”。
他们在山上修了一座“黎母庙”，每年的“三月三”这天，人们就成群结队来到黎母山上，载歌载舞
，欢庆自己祖先“黎母”的诞生，同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子孙后代繁衍昌盛。
每年的这天，雷公都会来到黎母山，震一声春雷，唤万物苏醒，同时也保佑黎族人民繁荣昌盛，欣欣
向荣。
    海南地处热带，岛上到处都是椰子树。
椰子树与黎族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关于椰子树的传说不胜枚举，下面这个有关“黎王”的故事流传尤
为广泛。
    “黎王”的故事    传说在一次与外族人的战争中，“黎王”(黎族的首领)带领族人打了胜仗。
为了庆贺胜利，黎王大摆筵席宴请族人。
觥筹交错之间。
大家都有些醉意，不知不觉便放松了对外界的防范和警戒。
谁知敌人派的奸细就潜伏在黎王身边，他趁人们酒酣之际杀了黎王，并将其头颅高高挂在黎寨的旗杆
上。
事先在寨子周围埋伏好的敌人一看到这个信号，马上冲进黎寨，万箭齐发，射向失去防范的黎人。
眼看黎寨就要遭受灭顶之灾，黎人们惊恐万分。
    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敌人射出的箭并没有落到黎人身上，却都落在了挂着黎王头颅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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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上。
而且那旗杆像着了魔似的，不断地长高长粗，渐渐地变成了树干，上面的箭呢，则变成了开阔的叶子
，而黎王的头颅则变成了椰子。
敌人被眼前的一切吓得四处逃窜，再也不敢侵犯黎寨。
    黎寨因此逃过一劫，万千黎族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从此，椰树便成了黎族的象征，而椰壳上三个黝黑的孔，据说便是黎王的眼睛和嘴巴。
P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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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黎族是唯海南独有的民族。
三千多年前，“百越”的一支古骆越人，由于战乱等诸多原因，逐渐向南躲避于山岭；部分人从广东
、广西和越南北部一带，乘独木舟、竹筏等登上海南岛，成为海南最早的居民，这就是黎族的祖先。
宋朝以后，海南岛的居民开始称为“黎”。
关于黎族的起源，在黎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郭宇波等编著的《黎族》听听这段美丽的传说，走进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之黎族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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