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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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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三种丛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
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
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
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
涉及全国7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
社出版。
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
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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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
作为整套《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提纲挈领之作，该书的出版，为国内外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少数民族
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一本权威性、综合性、基础性的读物，对于普及民族知识、宣传民族政策、开
展民族研究、推动民族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问世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各方面情
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充分展示新时期各民族的新风貌，总结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取得的新成就，更好地满国内外读者的需
求，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家民委决定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修订、再版
，并将其列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本次修订，确定了几项原则，即尊重民族感情的政治原则，尊重原著的学术原则，厚今薄古的写
作原则，宜粗不宜细的技术原则，精练精美的精品原则。
按照这几项原则，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坚持以补为主，以改为辅，重点补充改革开放以来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
修订后的《中国少数民族》，将更为全面、更为系统地反映各个民族的历史渊源、地域风貌、社会风
俗、文化特色、发展成就和未来前景。
　　《中国少数民族》的修订、再版工作，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负责牵头，湖北省高校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具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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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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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东北内蒙古地区满族满族人口总数为10682262人（2000年），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居第二位
。
满族分布于全国各地，以辽宁、河北、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多，其
他散居于新疆、甘肃、宁夏、山东、湖北、贵州等省区及西安、成都、广州、福州等大中城市。
聚居于东北三省及河北省的满族，主要从事农业，这些地区盛产大豆、高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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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满族人民的副业生产。
东北三省的沈阳、鞍山、大连、抚顺、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中的满族主要从事工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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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金时代，女真人曾有过自己的文字，早期女真文字是从汉字脱胎出来的表词——音节文字，但久
已失传。
l6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各部后，以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读音，形成一种新的文字，称为“老满文
”。
皇太极时期又在借用的蒙文字母上加圈点，用来区分语音，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满文作为一种官方文字，在清代长期使用，一度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文字，留下了大量档案
资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
清中期以后，满语逐渐被放弃，满族基本上使用汉语北方方言，只有旗人内部和旗籍官员，在一些特
定的场合仍然必须使用满语。
到20世纪80年代，除了东北个别边远地区和新疆的锡伯族少数老人尚能使用满语外，满语作为大众交
际语基本上消失了。
但是，作为曾经广泛使用的语言，满语在许多地方的汉语方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今天东北各地和北京等地的汉语中，还保留有大量的满语语音和词汇。
留居于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后裔，多操掺杂着当地语音的北方方言，形成一个个的“方言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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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组织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部分同志集体编写的，是一部系统介绍我国少数民族的、知识性的通俗读物。
本书所用材料，主要来源是1956年以来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资料，以及在调查
资料基础上编写的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
此外，还参考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况》的有关部分，吸收了《全国民族工作
展览》的有关资料。
参加本书初稿编写和修订工作的有（按姓氏笔划排列）：马寅、马寿干、王尔松、王彬、王辅仁、韦
世明、朱宁、吕光天、刘先照、陈永龄、李金池、杨学琛、吴恒、宋蜀华、邵献书、胡绍华、胡起望
、赵秉昆、赵树恂、项美珍、索文清、莫俊卿、施联朱、常凤玄、黄友福、戴庆厦，其中施联朱、朱
宁、胡起望付出了更多的劳动。
本书主编为马寅，副主编陈永龄。
费孝通作为本书编写的顾问，也参加了书稿的审改工作。
最后参加本书定稿工作的有：马寅、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朱宁、吕光天。
尹文成编绘了民族分布略图；王昭武编制了两个附表；王昭武、杨时铎负责搜集图片资枓，在工作中
得到了民族画报社、民族文化宫、中国图片社和一些热心的同志的大力支持。
1979年春，参加昆明全国民族科学规划会议的各省、自治区的代表和有关同志们，曾分別审阅了本书
初稿的有关部分，并认真地提出了修改意见，对于提高本书的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黄光学、庞宝光、殷海山等也曾给我们以帮助。
本书是1979年编写的，所用统计资料截至1978年，付印前只增补了1980年6月前新成立的民族自治地方
。
由于时间匆促，限于水平，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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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修订本)》的修订、再版工作，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负责牵头，湖北省高校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具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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