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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满族自称“满洲”(在满语中的意思是“吉祥”)，是中华民族56个成员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后
官方将“满洲族”简称为“满族”。
满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形成较晚的一个民族，从“满洲”这一民族名称出现至今不过300多年的时间。
然而，满族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不仅很快建立了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的民族政权，而且不
久就挺进中原、统一天下，这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建
立了延续260多年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尤其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康乾
盛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曾创造出灿烂的满族文化。
满族也因为其带有传奇色彩的发展历程和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兴衰胜败，使这一民族及其文化现象
成了研究者历久的关注热点和研究对象，以至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满学。
　　满族有过辉煌的过去，也有过痛苦的经历。
满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概念，是在辛亥革命的一片“反满、排满”口号中产生的。
清亡后，八旗制度解体，包括满洲人在内的旗人不再是统治阶层(其实清代普通旗人也是受压迫和奴役
的群体)。
由于满族统治者所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腐败屈辱相关，再加上日本侵略者
曾在中国东北“扶持”清朝末代皇帝建立过伪“满洲国”，因而使满族的政治待遇曾受到一定时期的
负面影响。
旗人以及八旗后裔在此后数十年里饱受歧视和迫害，民族优越感、自尊心遭受严重的创伤，民族文化
特征，心理素质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和扼灭。
因此，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满族中的一些人改报了汉族，原有一些被编入满
洲八旗同时也自称是满族的其他民族人口有部分也改报了民族成分。
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以一个官方正式认定民族的身份，成为中华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从此，满族和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许多过去改为汉族的满族逐渐又恢复了自己
的民族身份、民族尊严和民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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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
旗人以及八旗后裔在此后数十年里饱受歧视和迫害，民族优越感、自尊心遭受严重的创伤，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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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后，腰站村满族传统繁琐礼仪大都改造或随着老辈们的去世而逐渐消失了，但在满族
传统上形成的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家庭和睦、邻里和气、互相帮助、讲究礼貌和卫生、遵纪守法、
重视教育等优良传统习俗则一直沿袭至今。
腰站村的肇氏满族在经历了近300年的发展变迁后，由于聚族而居，仍较多地保留了满族甚至女真人的
古老传统习俗，这些习俗体现于村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在婚丧嫁娶仪式上，尤其是办理丧事上，尽管时代变迁习俗变革，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仍然保留了
满族传统方式。
在村民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多继承了满族的传统。
之所以如此，是与肇氏家族为皇亲，长期对子孙进行严格的家庭传统教育有着直接关系。
　　在腰站村调查中，调查组强烈地感受到，尽管腰站村人的服饰外表已经看不出多少满族特点，但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里，却能感受到活生生的“满族”存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幼子继承制　　腰站村是“典型的满族村”。
其中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满族的家庭财产由幼子继承，这与汉族实行长子继承截然不同。
腰站村至今仍然奉行这一继承制度，即使有了现行法律也仍旧保留了这一旧俗。
老人的家产留给最小的儿子，并由最小儿子抚养老人。
与汉族嫡长子继承制不同，满族早在女真人时期就盛行幼子继承制，在腰站村至今仍然保留并实行着
这一传统习俗。
在腰站村，凡老人与儿子同居共处的状况一般都是父母与小儿子同居共同生活，小儿子继承父母的最
后财产同时也负责父母晚年的赡养，其他儿子则平时对父母的赡养问题基本上不予过问，遇到父母生
病或去世时才共同出资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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