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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满族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是以满族作为主体，自然与社会环境作为客体
，研究主、客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满族文化模式”的概念。
换句话说。
满族是怎样生活的，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随着文化的不断进步，又使满族向前发展。
究竟满族以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出现于历史舞台，这就是一个值得大家共同研讨的问题。
鲍明选择了这一课题，提出了自已的认识。
　　细读鲍明的著作，实际上他写的是广义文化，其中包括“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
号、风俗习惯”等六大子系统。
他虽未按照六分法的次序做文章，但其书中的内容全部囊括进来，只不过以自己的认识构成体系，也
未曾不可。
　　作者从民族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满族。
他所写章的顺序是：“满族的家庭观与两性观、满族的亲族观、满族的非亲属组织观、满族的民族心
理特质、满族的经济观、满族的教育观、满族的管理观、满族的宗教信仰观”，从此八方面来写作，
展示满族文化模式，颇为新颖。
可以这样说，举凡关心满族文化的人，此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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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鲍明（鲍尔机根·额尔德尼），男，满族，祖籍外蒙古车臣汗部，后隶正黄旗满洲，l965年6月生
于辽宁省凤城市。
l983年9月至1987年7月于辽宁师范火学政治系攻读政治专业，1987年8月至1990年6月于东北师范大学政
治系攻读政治思想史专业，随王向群教授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2001年9月至2004年6月于中央民族大
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攻读民族学专业，随满学家赵展教授研究满族语言、历史与思想文化，分获法
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1990年7月至1999年2月先后担任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自1999年以来，
先后任沈阳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教授。
　　在《民族研究》《满族研究》《社会科学辑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有《教
育政治学导论》（合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观念变革的历史轨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
的观念变革》（合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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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文化模式的含义二、满族文化模式的界定三、满族文化研究的传统范式四、满族文化研究的
新思路和方法五、我的初步结论第一章 满族的家庭观与两性观一、满族家庭主要居住形式与居住方式
二、满族的家庭制度与观念(一)家庭成员的资格认同--“资格”与“场”(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三)
父母与子女关系(四)隔辈亲：祖孙关系三、满族的婚姻制度与观念(一)青春期与家庭的组建(二)选择配
偶的范围、标准(三)满族人的寡妇再婚、守节和离婚(休妻)观念四、满族的育儿方式(一)满族人的生育
习俗与生育观念(二)满族的家庭教育五、满族的两性观(一)从远古造人神话看满族人对性的态度(二)满
族性文化的特点(三)礼节中的两性关系准则(四)满族文学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的审美观(五)男人眼中的女
人第二章 满族的亲族观一、满族族人集团的构成(一)满族族人集团的概念和名称(二)满族父系亲属称
谓(三)满族族人交往中间接亲属称谓的用法和特点(四)满族“宗族”的构成方式(五)满族族人组织的功
能和领导机构(六)祖先崇拜：重近祖(七)入乡随俗与投靠亲友：宗族的凝聚力不强二、满族族人集团
的历史变迁(一)后金一清朝的满族族人集团(二)民国时期的满族族人集团(三)新中国的满族族人集团三
、满族族人集团与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一)满族族人集团对本土族人个人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二)满族族人集团与关内和海外的满族人四、满族的姻亲观(一)满族人比较重姻亲(二)满族母系亲属集
团的范围(三)满族妻族亲属集团的范围(四)满族外亲亲属集团的范围第三章 满族的非亲属组织观一、
女真-满族人的猛安谋克和八旗牛录组织的特征二、猛安谋克和八旗牛录组织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心理基
础三、满族人缔结非亲属集团的原则与满族人的结社四、亲属集团、猛安谋克、八旗牛录组织与满族
一般社团的传统文化渊源和特点五、满族传统的非亲属组织与满族社会的现代化道路第四章 满族的民
族心理特质一、满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及其层次(一)满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二)满族民族认同意识的层次
二、满族的民族性格(一)“组织本位”意识、级别意识和功绩意识(二)满族人心直口快、性情刚烈(三)
注重名与耻--满族人的面子、自尊意识(四)自豪与自卑意识(五)注重民族联合(六)倡导多元文化原则，
喜好学习外来文化三、满族的民族政治心理第五章 满族的民族心理一、女真-满族人消费食物的数量
、质量与营养(一)女真-满族人消费食物的数量与营养(二)女真-满族人消费食物的质量与营养二、社会
因素与女真-满族人的营养三、获取食物和财富的途径和方法(一)满族经济中遗存的渔猎、采集活动及
其对满族文化的影响(二)女真-满族的畜牧业(三)女真-满族的农业(四)女真-满族的手工业与工业四、支
配女真-满族社会的劳动和财富交易的基本观念(一)女真-满族社会的劳动观念(二)女真-满族社会的贸
易观第六章 满族的教育观一、教育目的观。
(一)八旗官学的办学目的：形成认同意识(二)西学教育的目的：强国富民智民(三)清末八旗职业学校的
办学目的：为筹划生活世界二、课程观三、教育方法观(一)翻译汉书和西书：学习中国和西方科技和
思想的主要途径(二)到西方留学：学习西学的最好途径四、学校管理(一)教育行政的演变(二)教育对
象--学生的录取、考核、出路(三)教师与“班主任”第七章 满族的管理观一、人性论二、管理者的角
色(一)管理者是导师(二)管理者是法官(三)管理者是部下的父母官或朋友(四)管理者是部下的行为榜样
三、决策(一)决策主体(二)决策方法四、组织(一)满族的组织结构形态(二)国家结构形式和管理形式(
三)组织结构形式(四)组织的成长与变革五、人事管理(一)选任(二)培训或试用(三)对管理人员的贡献和
能力考评六、领导七、满族的农业经济管理(一)满族土地制度(二)农业生产组织与管理(三)八旗壮丁管
理第八章 满族的宗教信仰观一、女真-满族宗教信仰的特点(一)神与人(二)圣与俗(宗教信仰与现实生
活)(三)各氏族萨满之间的关系(四)“萨满”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五)女真-满族人宗教信仰的多元性二、
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三、宗教信仰的多元性与满族文化的发展四、萨满教和祭祖的程
序与市场经济、合同法、信用制度的关系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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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满族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主要以满族作为主体，自然与社会环境作为客
体，研究主、客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满族文化模式”的概念。
并对满族是怎样生活的，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随着文化的不断进步，又使满族向前发展。
究竟满族以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出现于历史舞台等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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