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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
21世纪初已经超过1000万，其中50%分布在辽宁，其次是河北、吉林、黑龙江、北京和天津等省市。
全国现有满族自治县13个，辽宁8个，河北4个，吉林1个。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纯朴、智慧的民族，对于我国历史进程曾经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以及对
于中华文明所作的贡献，都是国人尽知、永载史册的。
满族先民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在与周边民族的人员交往、物资交换和文化交流中，逐渐从蒙昧走向
文明，从落后走向先进。
近代以来，由于西风东渐，时移世易，民族生态发生巨大变化，满族文化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现
象，从而使有的人对于“满族在哪里”产生疑问。
事实上，从地域看，满族处于大分散小集中的状态。
在满族聚居地区，传统的活态文化、独特的民俗风情仍然普遍存在。
这是有目共睹的。
2003年，在国家启动的为期10年的“民族文化保护工程”和“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中，满族就有17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之中。
满族民俗是满族在特殊的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下形成、发展和传承下来的。
诸多外部条件是促进既成的民俗风情不断吐故纳新的主导因素。
例如，东北地区多民族的杂居，就使满族民俗中融进了若干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的成分；同样，东
北地区的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等的风俗习惯中，也吸纳了一些满族的东西。
其中有的甚至说不清是哪个民族的“原创”；一些流传至今、流行广泛的习俗却找不到“族源”。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大大加快了各民族之间文化方面的互相学
习、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和扬长避短的进程。
因此，影响是互相的，演变是互动的，而融合则是双向的。
然而在民俗方面，普遍的“共性”之中，仍然存在着特殊的“个性”。
满族风情中“个性”的内核，仍然彰显出作为个民族的特殊性。
这正是今天满族民俗的突出特点、鲜明特色和显著特征。
从满族聚居地区的日常生活和田野考察来看，我们收集、整理的丰富资料和拍摄的大量图片，充分证
明，满族民俗文化不仅有历史的遗存，而且广泛地流行着。
满族民俗是我国民俗文化中一支色香俱佳的奇葩，这正是满族“健在”的标志，是满族的基因、文脉
和民族形象的载体。
从满族民俗中反映出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价值取向，毋庸置疑地表明满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存续至今的满族民俗，仍然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长卷
中熠熠生辉的一页。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的方针，我们以图说的形式，将满族民俗直观地感性地展示出来，意在启迪当下，昭示来者，为传承
和弘扬民族文化做一件实事。
在编排体例上，按照因事归类、用图说事的原则，以图为主，文随图走。
基本不向纵深展开，不以历史沿革做发展演变的描述。
除部分老照片和影视资料，画面的图像均为“抓拍”的记录，而不是导演的场景。
其中有些照片和绘画，还是摄影家和画家参展与获奖的作品，弥足珍贵。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
我们想，如能将包括各民族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分门别类地编辑出版，形成图文并茂、通俗易
懂的系列丛书，作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学生读本，那该是多么有价值的文献，多么有意义
的事情)我们不敢奢望这本小册子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假如能，那将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最大的
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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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
21世纪初已经超过1000万，其中5 0％分布在辽宁，其次是河北、吉林、黑龙江、北京和天津等省市。
全国现有满族自治县13个，辽宁8个，河北4个，吉林1个。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纯朴、智慧的民族，对于我国历史进程曾经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以及
对于中华文明所作的贡献，都是国人尽知、永载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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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泉万，男，蒙古族，大学文化。
毕业后从事教育、文学创作、文艺评论等工作，至今已经出版的著作有《管窥集》（文艺评论集）、
《文艺教育学》（理论专著）、《中国山水画论》（论文集）、《故土情怀》（散文随笔选集）、《
中国名塔》（大型摄影画册）、《古塔的故事》（通俗读物）、《中国民间荷包》（专著）、《乡土
中国——中国现代民间绘画面面观》（专著）、《中国碑刻故事》（通俗读物）等，多次获得省级以
上散文创作奖和文艺评论奖。
主编、策划和参与鳊纂的书籍有《银杏丛书》《丹东旅游文化丛书》《鸭绿江流域历史资料汇编》等
多部。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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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追本溯源二、餐饮食俗三、居室宅院四、服饰工艺五、婚嫁育儿六、产业器物七、礼仪节庆八、
文体游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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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追本溯源21世纪初，满族人口已超过1000万，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之一。
满族先民在上古时代称肃慎，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汉代以后，肃慎被称为挹娄，南北朝时
改称勿吉。
勿吉是北魏时东北地区最强大的民族。
到了隋唐，勿吉又被称为靺鞨，靺鞨人在唐代曾在现在的吉林省中、东部建立渤海国，版图拓展到北
起松花江，东到鸭绿江，南到辽东半岛。
渤海国是当时唐朝的一部分，存在200多年。
自五代时起，靺鞨改称女真，并于1115年建金朝，京城在黑龙江省阿城南（当时称上京会宁府）。
金王朝存在120年，1234年被蒙古人灭掉，金的版图成为元代的一部分。
明朝初年起，东北的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首领努尔哈赤于1616年在辽宁新宾的赫图阿拉称“汗”
，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25年迁都沈阳（当时称盛京），1626年受伤去世，共子皇太极继位。
1635年皇太极取消“女真”称号，定族名为“满洲”，这一年的农历十月十三日成为满族的命名日，
即颁金节。
1636年，皇太极称帝，国号大清。
1644年，皇太极之子福临（顺治）迁都北京，建立统一全国的政权就是从这一年开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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