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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是故乡

满族的起源，可追溯到两千多年
前的肃慎。

肃慎人是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
的居民之一，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
北以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
地区，以狩猎游牧为主业，擅骑射，
性勇猛。西周初 （公元前 11 世纪

初），肃慎部曾向周朝进献“楛矢石
砮”。《左传》 记载：“肃慎、燕、
亳”为周代的“北土”。

战国后，肃慎人改称挹娄，种五
谷并长于养猪，能织麻布，会造小
船。

南北朝、隋、唐时期，肃慎、挹
娄的后裔相继以勿吉、靺鞨的名称出
现，人口发展多达数十个部落。靺鞨
后来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
骨、拂涅、号室、黑水等七部。

唐代，大祚荣 （粟末靺鞨首领）
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在松花江上游、
长白山北麓一带，建立地方政权“振
国”。唐开元元年 （713年），大祚荣
被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加授

“忽汗州都督”，从此便以渤海为号。
渤海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均按唐制
建立，文字采用汉字。

辽亡渤海后，南迁渤海部民，而
黑水靺鞨取代渤海兴起，称为“女
真”，一直沿用到明代末年。

辽代女真人可分为三部分：居住
在辽东的被称为熟女真或系辽籍女
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北的被称为生女
真；居住在两者之间的被称为回霸

（一作回纥） 女真。生女真中的完颜
部，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建立
金朝，先与北宋联合灭辽，不久又
南下，与南宋并立。

明代女真人分为建州女真、海西
女真和东海女真 （明称野人女真），
已经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阶级。清人
福格在 《听雨丛谈》 中说：“满洲有
稼穑，有城堡世居之民”“数十巨
族，则各踞城寨，小族亦自主屯堡，
互相雄长，各臣其民，均有城廓。土
著习射猎，知稼穑”。

八旗军队是清政权基石

明中叶以后，女真各部互争雄
长，长期征战。具有卓越政治军事才
能的努尔哈赤 （清太祖），用30多年
将女真各部统一起来。期间，他对狩
猎组织牛录进行创造性改造，建立了
著名的八旗制度。满族兵丁参加了有
清一代几乎所有战事，为战争付出巨

大的牺牲。八旗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与
政治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对清统
一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 年），努
尔哈赤在赫图阿拉 （今辽宁新宾满族
自治县） 建立大金国，自称“英明
汗”，史称后金。清太宗皇太极继位
改元“天聪”，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
陆 续 组 建 完 成 。 天 聪 十 年 （1636
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

清顺治元年 （1644 年），清军入
关，逐步统一全国，开始了满族贵族
对全国的统治。八旗兵丁由过去关外
时期的旗地制，转变为入关后的旗饷
制。满、汉统治阶级逐步结合，社会
经济也渐次恢复并走向繁荣。

康乾时期，中国版图东起库页
岛，南及曾母暗沙，西达葱岭，西北
至巴尔喀什湖，东北连外兴安岭，疆
土约1250多万平方公里。

在军事政治上，八旗军队是清政
权存在的基石；从民政方面看，八旗
制度是清代旗、民分治的有效手段。
八旗制度将八旗人口与汉族分离，一
定程度上缓和了清初较为尖锐的民族
矛盾。清中叶以后，又防止了八旗人
口消融于汉族汪洋大海中。但一个民
族全民皆兵，不准从事农、工、商各
业谋生，最终成为束缚发展的枷锁。

1911 年辛亥革命，清廷覆亡，
旗营解散，八旗制度彻底垮台，满族
从赖饷而食转向自谋生计。

满汉全席·萨其玛·萨满

满族是个善于博收外来文化并融
汇创新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
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文化。

历史记载，满族姓氏有 600 多
个，在我国各民族中仅次于汉族。满
族称姓氏为哈拉 （hala）。最初，一
个哈拉就是一个穆昆 （家族），后来
随着人口繁衍、家族分支与随任驻防
调往别处分化出数个新穆昆。宋元后
深受蒙古族的影响，女真人称名而不
称姓。清入关后，很多满洲旗人受汉
族文化习俗的影响，用汉字为姓氏，
如瓜尔佳氏以音译改称为关姓，钮钴
禄氏以意译改称郎 （狼），伊尔根觉
罗又称民觉罗，改汉称为赵。也有将
满姓汉语音译的第一个字作为姓氏
的，如佟佳氏简称佟，马佳氏简称
马，还有图、德、大、暴、呼、阿、

肇、西、布等姓氏，大多数是将原来
的满姓用汉字来进行简称。

对此，清统治者十分不满，多次
严令禁止，但没多大效果。辛亥革命
后，绝大多数的满族人普遍用汉字
姓，或捏改汉姓，使他人不知其为满
族，以至于今天很多满族人已经不知
道自己的老姓。

满族先民长期居住在山林地区，
崇尚骑射。婴儿初生时，悬弓箭于门
前，象征他未来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射
手。男孩六七岁时，即以木制弓箭练
习射鹄，稍长，就骑马佩箭驰骋山
林。女人执鞭不亚于男子，姑娘出
嫁，弓、箭、鹿皮服是必备品，结婚
时的天地桌上要插上弓和箭。轿车进
门，新郎要射三支箭。

满族男子头顶后半部留发，束辫
垂于脑后，清入关后强行在全国推
广。女子发式幼年与男孩一样，稍长，
在脑后留辫子，结婚时开脸上头，戴钿
子。平时，在头顶盘髻，有架子头、两
把头等样式。男子的袍褂两侧开叉，
腰中束带便于骑射。其中的“箭袖”

（满语：哇哈） 是在窄袖口上接一个
半圆形的袖头，形如马蹄，俗称“马
蹄袖”，平时挽起，冬季打猎或作战
时放下以御寒，放袖子后来成为清朝
礼节中的规定动作。少妇穿宽大的直
筒旗袍，天足，着花鞋，有花盆底和
船形底等样式。入关以后，满汉服装
逐渐趋于一致，男子所服的坎肩等至
今仍有沿用，而女子旗袍历经演变，
现已成为我国传统女装的代表。

满族食品也极富特色，“满汉全
席”就是满点与汉菜融合的精品，乾
隆时的满汉全席已有菜点 100 余道。
日常生活中，满族民间喜欢吃小米、

黄米干饭与黄米饽饽 （豆包），每逢
过节时吃“哎吉格饽”（饺子）。除夕
晚饭吃满族独有的白煮猪肉、炙猪肉
及糕点中至今犹存的“萨其玛”等。
今天中国北方的饺子、火锅、酸菜、
京味糕点等，均与满族饮食文化有着
渊源关系。

满族住房，院落围以矮墙，大门
朝南，院内有影壁，居室多开南窗和
西窗，冬暖夏凉。

满族旧时婚姻重视门第，盛行早
婚和娶大龄女。这与旗内男子当兵出
征，希望早育子女有关。贵族官宦人
家盛行指婚，宫廷有“选秀”。婚姻
由父母包办，男方请媒人到女方说
亲，如果成了，女方父母向男方要彩
礼，猪、酒、柜、衣服、首饰等，作
为姑娘的财产。旧时满族结婚过程繁
复，有议婚、小定、大定、过礼、送
日子、开锁、送嫁妆、迎娶、坐帐、
合卺、分大小、回门和住对月一整套
过程。结婚时，新娘要在洞房炕上坐
帐一日，称为“坐福”。晚间在地上
放一张桌子，新郎新娘手挽手绕桌子

三圈后饮酒。炕上点燃一对蜡烛，通
宵不熄，房外一人或数人唱喜歌，名
曰“拉空家”。

满族重视礼节。过去少辈对老辈
是3天一小礼 （打千请安），5天一大
礼 （叩头）。打千的形式男女有别，
男人哈腰，右手下伸，左手扶膝，女
人双手扶膝下蹲。路遇不相识的长
者，要鞠躬垂手问“赛音”（满语，
好的意思）。如骑马，要下马闪在路
旁让路，等长辈过去，再上马赶路。
远方亲友相见，不分男女皆行抱腰接
面大礼。

古代满族歌舞多由狩猎、战斗的
动作演化而来。舞蹈必选身体强壮的
人，穿豹皮，唱满族歌，伴以箫鼓，
称作“喜起舞”，或舞者一半人扮成
虎、豹等兽，一半人骑假马追射，称
作“隆庆舞”。喜庆宴会时，主客男
女轮番起舞，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
背，盘旋进退，一人唱歌，大家呼

“空齐”相和。
满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多与作战相

关：“跳马”是在马飞跑时横跃马
身，跳骆驼则是从后跃上驼背，都是
和敌人短兵相接时、飞上敌骑的擒拿
技术。跑冰鞋是八旗士兵必须操练的
军事技术。乾隆时期，每年农历十月
都要在北京北海冰面上检阅八旗子弟
滑冰，参加检阅的人数达 1600 名

（每旗200人）。其盛大，举世无双。
满族先民远在渤海国时期，就已

经有了春节、端午节等节庆习俗，既
受到汉文化影响，也具有本民族的特
色，如女真人在端午节采艾蒿、吃艾
糕、系长命锁、射柳祭天等，不是祭
祀屈原而是为了健身祛病。

春节，是满族人民重要的传统节
日。节前要做满族传统糕点萨其玛，
张贴对联、窗花、挂笺 （按旗属分别
贴红、黄、蓝、白色）、挂“福”
字。午夜分发“神纸”之后，晚辈男
子到族内各家“辞岁”。除夕子时，家
家吃饺子，取“更岁饺子”之意，还要把
一枚铜钱（富家有的用金钱小保及宝
石等）暗放饺子中，谁吃到了则终岁大
吉。除夕，家家院内竖灯笼杆，高可达
二丈，上扎松枝，高挂红灯，至初六夜
夜不熄。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灯
节”，除挂彩灯外，还制作“冰灯”，农村
还有“蒸面灯”之俗。晚清广州“羊城
灯市”中，以旗人所制灯最为璀璨夺
目，成为广州一种特产。

正月十六，北方各地满族妇女，
盛行卧冰与“滚冰”，象征着去除晦
气；正月二十五“添仓”，祈求丰
年；二月初二“龙抬头”祈求风调雨
顺；三月三“开马绊”；清明节“祭
墓”，上坟插柳；端午节要外出踏
青、击球、赛秋千等。

满族曾信仰萨满教。“萨满”是
通古斯语，意为“疯狂的人”，汉译
为巫师。满族萨满教兼有自然崇拜、
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
含义，故崇拜的神祗既多又杂。清
代，满族也有崇信佛教和关羽的，祭
祀仪式袭用萨满祭祀。驻防旗人后裔
有家中挂祖宗袋的，袋装从关外带来

的家乡泥土。广州满族所祭“落广
祖”，为第一代到广州落户的祖先。

重视文化教育

满族是一个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
民族。清代以来，满族教育的普及面
及办学种类创历史纪录。有隶属于国
子监的八旗官学，有隶于宗人府的宗
学和觉罗学。京畿地区外，在八旗驻
防地方和发祥地东北广设官学。普通
旗人 10 岁以上入隶属于各旗参领的
八旗义学，学习满语满文及骑射，成
绩归档。后期学习内容多转向汉族传
统文化。清初即特设八旗考试，并设
满文翻译考试。起初，科举方面还是
旗、汉分考，后渐一体考试。

清代举国家之力，编纂了一大批
类 书 ， 如 康 熙 时 的 《古 今 图 书 集
成》、乾隆时的 《四库全书》 等，给
中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满族自
身也有相当数量的著作传世。康熙主
持编修的 《数理精蕴》《历象考成》

《皇舆全览图》 等书，具有较高的科
学价值。满族的外科医学接骨 （八旗
称“揣搬”），在西医的石膏、绷带
流行之前，在北京一直占主导地位。

早期满文著作，如 《满文老档》
《太祖实录》 和图理琛所著 《异域
录》等，都是众所周知的著作。汉文
名著大多译成满文，民间说部如《三
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金瓶
梅》《聊斋志异》等，均有满文译本。

满族文化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
满族人用汉文著书立说方面。著名词
家纳兰性德所著《饮水词集》和《侧
帽集》，清新自然；清朝贵族昭梿所
著 《啸亭杂录》，就其耳闻目睹的清
前期的制度、仪礼、事件、人物等杂
记成书；富察敦崇所著 《燕京岁时
记》，是北京岁时风土的记录，现有
多种外文译本。清代满族还出现了不
少女作家，西林太清 （顾太清） 被誉
为 清 代 第 一 女 词 人 ， 以 及 著 《琴
谱》的科德氏、著《花堁闲吟》的完
颜悦姑、著《香吟馆小草》的库里雅
令文等。

我们所熟知的文学艺术家还有著
名满族京剧艺术家程砚秋，满族作家
老舍，满族语言学家罗常培，相声艺
术家侯宝林等。

（摘自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之
《中国少数民族》 卷 张稚丹编辑整
理，图片均来自网络）

满族的八旗铁骑随着历史远去，渐渐
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满族的“包容之
旗”，依然飘扬在人们的记忆里。

1691年 5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上奏，
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
修筑”。康熙在奏折上的朱批为：“秦筑长
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
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
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
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
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之所以不
再修筑长城，是因为清朝统一了中国，一
个多民族共荣的局面已然形成，长城失去
了以往的功能。

满族乃弱小民族，但懂得包容乃是共
存之理。他们起源于肃慎 （女真），但由于
长期与高丽、契丹、汉族等民族为邻，形
成了一种不囿于本族习俗，崇善好学、开
放包容的胸襟。金初创建的女真文字，就
吸取了契丹和西夏 （党项） 的造字方法，
结合文字的偏旁部首的不同组合创制。后
来的满文，也是以蒙古文字结合女真族之
语音连缀而成。至于金代和清代皇帝学习
汉族文化典籍和体制，更是到了“言必称
汉唐”的程度。

包容还有感化的效应。满族的前身大
金国，曾在南宋和蒙古南北夹击下覆亡。
几百年后，清朝在与明朝的征战中，不计前嫌，团结蒙古各部，与
蒙古族联姻，共建八旗铁骑打败了明朝。不仅如此，清朝始建之
初，对一些归附的明朝汉族文臣武将加以重用。特别是清朝早期的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位帝王，对汉族的孔有德、尚可喜、祖大寿、
洪承畴等明朝降将委以重任；而康熙时期重用姚启圣、李光地等能
臣，雍正重用张廷玉，乾隆左有刘墉右有纪晓岚。到了晚清，汉臣
的地位越来越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林则徐、张之洞等汉
族精英，被委以将相、封疆大吏之重任，生动展示了满族人豁达包
容的精神面貌。这种开阔包容的胸怀，使当时国力快速提升。

包容即心胸。心胸有多大，包容的世界和万物就有多大。公元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西藏六世班禅在得到乾隆皇帝举行七旬庆
典的消息后，主动要求入觐朝贺。在历经一年多的旅行后，到达承
德避暑山庄。乾隆对此事极为重视，特地仿效扎什伦布寺在承德早
早建好须弥福寿寺，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已70岁高龄的乾隆
皇帝，学藏语，研藏史。六世班禅到承德后，乾隆皇帝下座相扶、
免拜，特别是乾隆帝用藏语与之亲切问候交谈，令六世班禅及其他
随从人员无不感激涕零。

包容即智慧。马背民族的服饰大同小异，但满族服饰敢于自我
改变，取长补短。经过几百年汉满服饰的融合，造就了美丽典雅的
旗袍，至今还屹立于时尚界。

包容即气魄。清史专家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
狭隘性，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己。“康乾盛世”在形成过程中，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自身的狭隘性，不断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化消
极为积极，将中国版图扩至有史以来最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这是国家崛起的重要基础。

满族的八旗铁骑统一了多民族，建立了清朝，定下了现在的辽
阔疆域，却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融入到中原文化之中。如此包
容的胸怀，才会出现伟大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长达120年，
比汉朝“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加起来还长一倍多。同
时，“康乾盛世”也是中国历朝历代具有文韬武略的大臣、贤士最多
的时代。

包容是一种境界，亦是一种美德。以包容天下为胸怀，让“包
容之旗”永远飘扬，团结各民族共建国家，也是当今时代的取胜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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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 从“白山黑水”走来满族 从“白山黑水”走来
电视里，我们见过太多的满族贵族——清朝皇阿玛、皇子、格格，王爷、权臣、总督……但我们真的了解满族吗？

据 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显
示 ， 满 族 人 口 总 数 为 1041 万
人，分布以辽宁、河北、黑龙
江、吉林、内蒙古和北京为多。

聚居于东北三省及河北省的
满族农民，主要从事农业，种植
大豆、高粱、玉米、烟草、苹果
和柞蚕等农产品和经济作物，山
区特产人参、蘑菇、木耳等。东
北三省城市中的满族主要从事工
商业，散居于全国各地的满族主
要是工人，知识分子也较多。

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
族满语支。满族文字创立于 16
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各部
后。作为官方文字，满文一度在
全国广泛使用，留下了大量档案
资料。清中期以后，满语逐渐被
放弃，但在今天东北和北京等地
的汉语中，还保留有大量的满语
语音和词汇。

吉林省长春市
九台市其塔木镇刘

家村八社腰哈什玛满族
自然屯 陈海汶摄

百年前满族村落村口 阿尔伯特·卡恩（法） 摄百年前满族村落村口 阿尔伯特·卡恩（法） 摄

满族育儿所用的摇车，至今
在农村仍然沿用

“颁金节”：皇太极于1635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将族称定为“满洲”（或
作曼殊、满殊），满族人把这一天作为满族的诞生日、“命名日”来庆祝。

满族垒丝绣幔帐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