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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旧时有关东、关外、东三省，东省等别称，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赤峰市。
东北南起北纬38°43`，北到北纬53°34`，东起东经135°5`，西到东经115°37`，南北长1600多公里，
东西宽1400多公里，土地总面积124.1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2.9%，人口一亿以上，是自古以
来就形成的一个具有北国特色的大型地域单元，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东北大地。
    东北地处祖国东北边陲，如果把中国的地图形状比作一只昂首而立的雄鸡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东
北地区正好处于“鸡首”的位置。
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宝地上世代生息繁衍着许许多多的民族，这里有高山、有平原还有河流湖泊，这里
四季明显，物产丰富，非常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这里是满族的发祥地，这里是蒙古族的牧场，这
里是鄂伦春族纵马驰骋追逐野兽的猎场，这里是赫哲族轻舟荡漾的捕鱼场。
生于斯、长于斯的各族人民都根据各自的自然环境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为创造祖国历史和丰
富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民族风情无疑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民族文化中最具活力、最富有生机、最为精彩的一部
分。
它内容广泛，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风格迥异，色彩斑斓；它内涵深邃，富于哲理。
如果你想了解东北民族文化、领略东北风情，那么就随同于学斌先生撰写的《东北风情旧影》走进东
北，一起感受这里的浓浓的乡情、民族情，感受各民族聪明的智慧和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自然和人
类的和谐，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受人类的无限的创造力⋯⋯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东北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养育了东北的各族儿妇女，塑造了东北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习惯。
东北地区的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这些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如满族的旗袍成为中华妇女的形象标志，东北各族的尚武精神和精于骑射、勇敢强悍
的品格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对于祖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东北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概念，民族文化具有许多共性，但生活于不同地域的民族风情也存
在差异。
全国56个民族东北有近50个，其中世居在这里的有汉、满、蒙、回、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
、赫哲、锡伯、柯尔克孜等11个民族，他们族属不同，分布于东北地区不同的地域，所从事的生产活
动不同，在语言、文化方面存在许多差异，风俗习惯亦不同。
根据人类学的文化类型的划分，东北共有三大文化类型，即以汉、满为代表的农业文化，以蒙古族为
代表的牧业文化，以鄂伦春、赫哲为代表的渔猎文化。
可以说工业时代以前的文化类型东北地区都有。
因此东北民族风情呈现出多姿多彩、姹紫嫣红的特点。
    所谓“入国问禁，入乡问俗”。
中国自古就有民间采风的传统，民风民俗是历朝历代治国的根本依据。
在当代我党也非常重视民间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并把它上升到很高的政治高度。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衣食住行上、在婚丧嫁娶上、在社会结构上、在宗教
信仰上等等方面千差万别、千姿百态。
了解和掌握这些风俗习惯，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今，我国又成功地加入WTO，进一步溶入到世界大家庭，我们要了解世界，同时也要让世界了解我
们，不仅了解我们的现在，还要了解我们的过去，了解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不仅了解我们的
现代，还要了解我们的传统，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基所在。
    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中华民族要想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理念，同时要发扬
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去粗取精，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既保证自己文化的先进性，又不推动自
己的根；既同世界发展同步，又保持自己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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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必须保持自我。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于学斌先生《东北风情旧影》付梓出版之际，嘱我作序。
我感到这套丛书所选民族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基本上涵盖了东北民族文化的所有类型，是了解东北
、认识东北的难得的图书。
尤其值得珍惜的是，这套丛书坚持我国“左图右史”的优良传统，图文并茂，图文互补，显得生动、
有趣。
这是往昔民族生活的再现，这是依稀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故事的回放。
我们记录着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一是为了保存，当一种文化灭绝或正在逐步消失的时候，保存和记
录就格外的重要；二是为了纪念，纪念我们民族曾经走过的历程；三是为了弘扬，弘扬我们民族中优
秀的文化，这是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在书籍即将付梓出版的时候寥寥书于以上数笔，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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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学斌，1964年4月生，198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
现为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副研究员、研究部主任。
主要从事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论著有《东北老招幌》、《哈尔滨文庙胜揽》(合著)、《黑龙江柯尔克孜族》。
此外在国家级和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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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光阴荏苒，岁月易逝，转眼我们迈入了21世纪。
时间犹如一把利刃已无情地把过去割舍。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知不觉之中，那些时人尽知的生活内容便成为了一
种历史，使得我们不做一番专门的探究就不可能了解其详。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说到底，中国的文化是源自农村的文化，华夏文明就是农业文明。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保留和记录了旧时农村的老农活、老农具、老风俗，这些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如
今已经成为了历史，记录、解读他们无疑为我们的民族保留住了历史。
书中的老照片展示了“传统的乡村社会”、“传统的农民社会”，让人感受那里浓浓的乡情、民族情
，感受各民族聪明的智慧和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自然和人类的和谐，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受
人类的无限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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