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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一个民族比作一颗星星，那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繁星满天

的世界。当今世界上有约３０００个民族，分布在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绝大多数国家由多个民族组成。中国也是同样，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

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

各族人民密切往来、交流融合、团结奋斗、休戚与共，形成了一个伟

大的强盛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开发了祖国的美好河山，共同推动

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有５６个成员，其中有５５个是少数民

族。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人口一直持续增长。１９５３年第一次全

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３５３２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６．１％。２０１０年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总量达到

了１．１４亿，几乎是１９５３年的３倍，占到了全国１３．４亿人口的

８．５％。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相差较大，如壮族有１６９３万人，回族

１０５９万人，满族１０３９万人，维吾尔族１００７万人，而赫哲族只有５３５４

人，塔塔尔族３５５６人，独龙族６９３０人。中国各民族的人口分布呈现

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特点。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

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许多少数民族既有一块或几块聚居区，又散



居全国各地。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都地广人稀，资源富集。少数民

族地区的草原面积，森林和水力资源蕴藏量，以及天然气等基础储

量，均超过或接近全国的一半。全国２．２万多公里陆地边界线中的

１．９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全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中民族地区占

到８５％以上，是国家的重要生态屏障。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和经济、社

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本土性、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五彩缤纷，丰

富多彩。

要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就要从认识每一个民族开始。正是从这个

理念出发，我们编写了这套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大型系列丛书，力

图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用准确、科学、生动的语

言，全方位描述和展现各少数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现状，编织出一

幅绚丽多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全家福”。

编写这样一套大型系列丛书，难度非同一般。几经论证和深入研

讨，最终形成了编写大纲，这套丛书各个分卷的作者绝大多数由少数

民族作家担任，他们不仅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对本民族

有深厚的感情。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人口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出

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作者们历经数年，几易其稿，终成此书。值此丛

书出版之际，我们衷心地祈愿这幅 “全家福”能为民族的交流和团

结，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一份微薄

的贡献。

翟振武
２０１２年５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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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综 述

“白衣民族”之梦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

稻花香……”也许，这首脍炙人口的 《红太阳照边疆》带着深深的烙

印已埋入人们的记忆深处，然而人们不会忘却生活于长白山下、两江

河畔的一个勤劳、勇敢、乐天、淳朴和能歌善舞的民族，这就是素称

“白衣民族”的朝鲜族。

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朝鲜族人口为 183 万多人。

朝鲜族的传统居住地是吉林、黑龙江、辽宁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东部，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朝鲜族人口的绝大多数分布于此。在这

里，朝鲜族人口多居住在沿江河谷地区，如图们江、鸭绿江、牡丹江、

松花江及辽河、浑河、教来河、绰尔河等流域均是他们集中居住的区

域，其人口分布呈现由东往西、由南往北逐渐减少的格局。朝鲜族人

口最为聚居的地方，当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及 40

多个朝鲜族乡和数百个朝鲜族村。

朝鲜族是由朝鲜半岛移居而来的 “跨界”民族之一，其先民越过

鸭绿江、图们江，开始落根于我国东北地区，可追溯至明末清初。据

史料记载，早在 17 世纪初期，一些朝鲜人在战争中被后金、清朝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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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或掳掠至今辽宁、河北的一些地区。如今，居住在辽宁省本溪、

盖县、辽阳和河北省青龙县等地 “朴家”村屯里的朴姓人口千余人，

都是他们的后裔。也就是说，这些朴姓人口的祖先当属中国朝鲜族的

最初先民，距今近 400 年。

然而，朝鲜族先民连续不断地大量迁移，却是 19 世纪 60 年代以

后的事情。当时，由于朝鲜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与剥削，特别是

1869 年朝鲜北部遭遇大灾，民不聊生，朝鲜农民大量流入中国延边等

地。1910 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半岛后，朝鲜人民不堪日本殖民统

治和压迫，更是大批流迁到东北为主的中国各地。到 1945 年日本战败

投降前夕，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口达 200 多万人，此后不少朝鲜人陆

续返回朝鲜半岛。经历了几年的人口变动，中国朝鲜族人口逐渐趋于

稳定，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基本保持在 111 万人左右。这样，朝鲜族

人口发展进入相对平稳时期，到 1964 年朝鲜族增加至 134 万人左右，

1982 年达到 175 万多人。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朝鲜族人口发展

缓慢，1990 ～ 2000 年其人口几乎没有增加，停留在 192 万线上，2010

年则显示了其人口减少之势。①

朝鲜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教育发达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

程中，朝鲜族同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东北边疆，他们为中

华民族的解放，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朝鲜族曾经是农业民族，并且擅长水稻耕作。朝鲜族先辈们从朝

鲜带入稻种和稻作技术，在严寒的北方开发水田、试种水稻，并获得

成功。从此，在我国东北地区开始出现稻作农业，并得到迅速普及和

发展，改变了东北地区单一的旱田农业。朝鲜族在东北开发水田，培

育水稻，东北人才吃到了 “米长色白，鲜美可口”的大米饭。朝鲜族

2

①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 . 2000 年人口普
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 ( 上册) . 民族出版社，2003 : 2.



综述: “白衣民族”之梦

成为我国北方唯一的 “稻作民族”，写下了北方水稻史上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以前，朝鲜族同其他民族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然而富有反抗精神的朝鲜族人民不

畏强暴，进行了长期英勇卓绝的斗争。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广大的朝鲜族人民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

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

国内解放战争等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曾留下朝鲜族优秀儿

女的足迹。

在革命斗争中，朝鲜族人民积极热情，不怕牺牲，英勇善战，为

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早在 1920 年初，马克思主义

就在朝鲜族人民中得到传播，东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也由朝鲜族

所创建。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抵抗和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是东北抗日联军。而抗日联军中，6 个军的前身都是由朝鲜民族志士创

建，抗日联军第二军的绝大多数和第一、三、七军的半数以上指战员

均为朝鲜族。解放战争期间，人口只有 60 多万的延边地区，参战及支

前人数就达 20 多万人次。

朝鲜族在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都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

他们浴血奋战，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重大牺牲。据统计，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登记在册的当地革命烈士有 14 740 名 ( 占吉林省

革命烈士总数的 41% ) ，其中朝鲜族革命烈士占 92%以上。人口只占

吉林省总人口 3% 的延边朝鲜族中，有如此多的革命烈士，可见其

壮烈。①

对于朝鲜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贡献，毛泽东主席曾给予

高度评价，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

烈士的鲜血。”如今，我们在延边各城镇和乡村，都可以看到处处矗

3

① 朴昌昱 . 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 . 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 : 114.



立着的缅怀烈士业绩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正如著名诗人贺敬之所言 :

“山山金达莱，村村纪念碑。”每当春天来临，火红的金达莱花犹如

慰藉烈士英魂似的遍山盛开，它衬托着纪念碑，寄托着对烈士的缅

怀之心。

朝鲜族是能歌善舞的乐天民族。悠扬的 《阿里郎》、畅快的 《道拉

吉》无人不晓，农乐舞、长鼓舞奔放飘逸。尤其是在节庆日，男女老

少穿上传统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共同欢庆，已成为朝鲜族标志性的

“风景线”。如果有幸走近能歌善舞的朝鲜族之中，感受一下那悠扬的

旋律、飘逸的彩裙和响动的长鼓背后的独特魅力，将是一种回味无穷

的美的享受。

朝鲜族性格热情、乐天、刚毅，他们遇到喜事，欢歌笑语; 遇到

艰难困苦也能坦然面对。朝鲜族素有 “白衣民族”之称，喜欢明亮，

讲究洁净。朝鲜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它创制于 15 世纪 40 年代。朝

鲜族的血缘观念较强，同姓人不结婚，同族间互相帮助，祖先崇拜和

敬老之风浓厚，父亲和长兄在家庭中有很大权威。朝鲜族重礼仪，尊

老爱幼是他们的美德，礼貌待人是朝鲜族教育子孙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素有 “礼仪之乡”、“歌舞之

乡”、“教育之乡”、“足球之乡”的美誉。

尤其值得特书的是，朝鲜族具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朝鲜

族在本民族的历史遭遇中，深深懂得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逐渐树

立起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好传统，他们始终抱有 “家里人宁可挨饿

受苦，也要让孩子读书”的信念。他们不管处于多么困难的境遇，都

要千方百计地办教育。就是在朝鲜族先民越江迁入我国东北地区的艰

苦年代，生计困难，朝不保夕，但只要形成村落，就有 “私塾”或书

堂，就能听见学童的琅琅读书声。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族重视教育的

好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民族教育迅速发展，朝鲜族地区早在 1952 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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