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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
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方面面的内容。
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
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
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
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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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黑龙江省满族社会历史调查　　第一部分　概况　　一、自然环境　　黑龙江省位于祖国的东北
，北与苏联为邻，南与吉林毗连，西和内蒙古自治区相接。
全省地势大致南北高而中间低，大兴安岭绵亘北部；小兴安岭由伊勒呼里山延伸向南，直抵松花江边
；而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则纵横西南构成黑龙江省的主要山脉。
　　黑龙江环流东北，与乌苏里江蜿蜒相会，两江同为中俄界水。
松花江横贯中部，在同江附近流人黑龙江，有嫩江、呼兰河、牡丹江三大支流。
江河沿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形成著名的松嫩平原、松江平原、三江平原。
在合江平原里，分布着大小不同的沼泽地。
兴凯湖和镜泊湖，为全省两大湖泊。
　　黑龙江省正处于北纬43°23′到53°34′，东经123°13′到135°之间。
全省总面积为45 229 824公顷。
黑龙江省气候寒冷，夏短冬长，气温最低时可降至零下40℃左右。
结冰期几乎达到半年，无霜期平均在120～140天左右。
全省属于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温度为2.4℃。
七月温度最高，平均达22℃；一月温度最低，平均为零下21℃。
年雨量平均为569.5毫米。
冬季长而寒冷，多西北风；夏季短而炎热，多西南风。
　　黑龙江省资源丰富，主要矿产有煤、铁、金、石墨等；森林资源丰富，蓄材量达16亿立方米；在
肥沃的平原上，有耕地722万公顷，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高梁、谷子、水稻等；经济作物有大豆
、甜菜、亚麻、黄烟等；天然牧场很多，放牧马、牛、羊、猪等牲畜，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还盛产
各种鱼类。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在全省人民的努力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下，黑龙江省工业建设突飞猛
进，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农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历史上的“北大荒”已变成“北大仓”
。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网早已形成
。
铁路以滨州、滨长、滨绥三大干线为主，贯穿着滨北、平齐、宁嫩、绥佳、牡佳、牡图等线，通往全
省各地。
公路密如蛛网，四通八达；水运以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嫩江为主，组成一个天然的运输网；
航空由哈尔滨通往北京、广州、上海等各地。
　　二、人口及其分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在祖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满族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对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对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黑龙江省，满族共有63万人，分布在全省各地。
其特点是大片分散，小片集中，与其他民族杂居。
全省满族居住较多的市县有：哈尔滨、齐齐哈尔、双城、阿城、五常、呼兰、宁安、爱辉、富锦、勃
利、讷河、龙江、海伦、望奎、明水、肇源、依兰、黑河、密山、绥化等地。
　　三、语言文字　　满族有自己单独的语言文字，但清末以后已基本消失，现已通用汉语汉文。
目前只有爱辉县大五家子满族乡和富裕县三家子村尚保留着满语。
据我们在爱辉县大五家子村调查，40岁以上的人通用满语；30—40岁的人，部分用满语，大部分能听
懂；20—30岁的人，大多数都能听懂，极少数的人听不懂；20岁以下的青少年普遍通用汉语汉文，只
有少数人还能听懂满语。
由此可见，这些地区满语正处在消失的过程中，事实上在这些地区所通用的是汉语，只有一些满族老
年人在族内或在家庭中还用满语。
　　第二部分　历史　　一、民族名称　　满族自称“满洲”，也称“在旗”，与他们相处的其他民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龙江省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柯尔>>

族，也同样用以上名称来称呼他们。
　　满洲有“佛满洲”、“伊彻满洲”之别。
满语“佛”是旧的意思；“伊彻”是新的意思。
据说“佛满洲”是最初跟随罕王的人；“伊彻满洲”则是其他部落后来收编人旗的。
按《吉林外记》，“佛满洲”内又分为“贝国恩”和“布特哈”。
“贝国恩”在满语中是户的意思，盖指清初“协领”、“佐领”，由京补放，其子孙遗居立户于此者
；满语“布特哈”，意即虞。
猎，是指原来的长白山一带以打猎为生者而言。
　　在大部分地区，满族人民对“佛满洲”，“伊彻满洲”等这些历史上的名词，除_些老年人还知
道外，其他人都甚感茫然，更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满洲”。
唯有爱辉县大五家，子满族乡的满族，还区分得很明显。
“佛满洲”和“伊彻满洲”，仅在某些生活习惯方面，略有微小差异，其他方面基本相同。
　　二、民族来源　　黑龙江省的满族，约有63万，其民族来源，据我们调查及文献记载，大致可分
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土著民族　　黑龙江流域，很早以前就是满族先人活动的中心。
历史上所见的肃慎、挹娄、勿吉、棘鞨、女真等，都曾在这里活动或建都。
追溯满族源流，与之密切相关。
满族人自己也说，长白山是他们民族的发祥地，特别是宁古塔（今宁安县），早就为清之重镇，因而
有相当一部分满族人民是这里久居的土著居民，这一点应当肯定无疑。
　　（二）从征军士　　据我们调查，居住在爱辉、嫩江、齐齐哈尔、呼兰一带的满族，是在康熙年
间跟随黑龙江将军由宁古塔、吉林来和俄国打仗，获得胜利，驻守在爱辉，后又移驻墨尔根（嫩江）
和卜奎（齐齐哈尔）的。
从此这一带地区都由满族军士分兵驻守，长驻于此，逐渐从宁古塔、吉林迁来家小。
又因天下太平，军队无事，仅只二、八月操演，且交通不便，给养运输困难，因而分给军士土地，令
其自己耕种。
于是就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直至今日。
　　文献记载与上述调查完全相同，《爱辉县志》写道：满族原系吉林、宁古塔两域驻防。
康熙二十二年（1757年），因罗刹（俄罗斯）犯顺，钦派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军征伐，水陆并进，
不十余日两路齐集爱辉沿江，进剿至乌鲁苏牡丹地方，与罗刹接仗获胜，即尾追至雅克萨，大获全胜
，逐订尼布楚条约六条。
揄升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
驻扎于江左爱辉，康熙二十四年（1759年）始移驻江右爱辉，二十八年（1763年）移驻墨尔根（嫩江
），三十九年（1774年）又移驻卜奎（齐齐哈尔）。
《龙沙记略》、《龙城旧闻》所记亦同。
再据《呼兰县志》记载：满族皆吉林、宁古塔两域驻防，征罗刹有功，逐留爱辉，再迁墨尔根（嫩江
），三迁齐齐哈尔，四迁始移驻呼兰（《呼兰县志》卷一）。
以此推算，满族居住在这些地区，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三）国家拨民　　居住在五常、双城一带的满族，大多数是国家拨民，是从北京拨来的。
在未来之前，清政府先由辽宁、吉林一带抽来苏拉（满语，意味着非劳动者之意，也就是满族居民在
军队中服务的人），在此开地，盖房、打井。
规定每户开30垧地，自留10垧，等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京旗才从北京迁来。
第一批是在乾隆九年（1744年），共建16个屯子，全在拉林南；第二批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共建8个屯子，全在拉林北。
前后共建24个屯子，分作八旗，每旗3个屯子，每屯60户。
在双城共建40个屯子，分作8旗，每旗5个屯子，头屯在中央，56户（其中京旗28户，苏拉28户），其
他4个屯子则分布在头屯四周，每屯48户（其中京旗24户，苏拉24户）。
拨往拉林的京旗，每户分给8垧地，2头牛；拨往双城的京旗每户分给20垧地，2头牛，从事农业生产。
　　《吉林通志》记载：“喜庆十七年阿勒楚喀拉林西北双城地方，移驻京城八旗垦荒”，《双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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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记之，说是“清廷以京城八旗生齿日繁，生计拮据，将闲散人资送吉林拉林西北八十里双城子地
方垦荒试种”。
京旗未来之前，“先于吉林闲散人中，拣选千名，给予农具、籽种、口粮、拨到各片”，“嗣又拣选
盛京、吉林各项旗人苏拉二千名，拨来于前屯处所，扩引屯田”。
《吉林外记》写道：“每丁拨给荒地三十垧，垦种三十垧，留荒十垧，试种三年后，自第四年起，每
垧交谷粮一石贮仓。
移驻旗苏拉时，分给京旗地十五垧，其他五垧。
所余熟地五垧、荒地五垧，即给原垦之屯丁，作为恒产，免其交粮。
”移驻京旗，“设立中左右三屯，每屯八旗，每旗各分两翼，居中者为中屯，东为左屯，西为右屯，
计人授亩”，又“每旗设立五屯，镶黄、正黄二旗，每旗驻屯各一百二十八户。
计二十四户者三屯，二十八户者三屯，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兰、镶兰六旗，住二十四户者四
屯，住二十八户者一屯，共屯丁一千名，每户房基东西宽二十丈，南北长二十丈，屯丁宽用九丈，留
十一丈，以便京旗盖房之用，每屯房分三路，于一道，宽五丈；卷一条，宽三丈”。
　　迁移路线，据《吉林外记》所载，是由北京起，经山海关、锦州、奉省而达吉林，然后再到双城
。
迁移时，分作数起，每起二百户。
　　除以上三种情形外，还有的是为生产所迫，谋生而来，这种情况在黑龙江各地都有。
他们来的时间、地方不一，而且无籍可考。
据调查，从吉林、沈阳一带迁来的为数最多，也有的是从关内来。
在宁安，还有很多是从云南迁来，据说他们本是这里人，后随清廷人关，又随吴三桂到云南，在云南
驻防。
康熙年间，命之自便，重返东北的很多。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龙江省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柯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