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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齐齐哈尔市志稿·民族志>在编纂指导思想上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民族理论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为准则，客观记述齐齐哈尔市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

二、<民族志>编纂遵循如下原则：(1)尊重历史；(2)体现民族平

等；(3)突出各民族的特点；(4)充分肯定各民族的贡献；(5)弘扬各民族

的文化及优良传统；(6)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三、《民族志>在体例、结构、记述范围和行文规范等方面，均依

据<<齐齐哈尔市志>编纂工作暂行规定>。

四、<民族志>采用条目式结构o《民族志>为志目。志目下设概

述及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达斡尔族、满族、回族、蒙古族、朝鲜族、专

记7个类目，标目用楷体字。类目下辖60个条目。条目为记述实

体单位，标目用黑体字，前后加【】号。部分条目下设子目，标目用黑

体字。个别子目下设细目，标目用楷体字。

五、《民族志：》记述的时间范围，上限为清朝时期各类事物的发

端，下限断至1985年底。

六、<民族志》记述的空间范围，原则上限于齐齐哈尔市区，不含

市辖县，因此文中的“齐齐哈尔市”即指市区。但对个别虽不在市区

范围内，却与本市有联系的事体也作了适当记述。

七、《民族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及照片。

八、《民族志》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本市和外省、市、县的历史

档案及历史文献、民族经典，部分来自爪人著作、回忆录及口碑。

九、《民族志》中各民族类目的排列以各民族来到齐齐哈尔市的

时间顺序为序。



概 述

早在二三万年前，齐齐哈尔一带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清朝初年，这里有达斡尔、鄂温

克、满族等民族居住。清康熙年间，齐齐哈尔建城并逐渐成为东北的军事重镇。随之经济

发展起来，又有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迁入，齐齐哈尔开始成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清崇德年间，达斡尔人大批迁入嫩江流域。在嫩江西岸、齐齐哈尔西北一带建立50余

处村落。顺治初年，朝廷为控制和管理达斡尔人，在齐齐啥尔屯设置齐齐哈尔总管衙门，

直隶于理藩院，行使地方行政职能。康熙十五年(1676年)，一批因反清而被流放、充军发

遣和应征参战的回族士兵及家属，由新疆、河北、山东等地迁居齐齐哈尔。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汉族作为驿站站丁、官庄屯丁、水师营官兵连同家属从中原迁入齐齐哈尔。同

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将征讨沙俄入侵者的满族八旗官兵及家眷，由吉林、宁古塔迁来黑

龙江，分驻到瑗珲、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处。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巴尔虎蒙古人由尼

布楚附近迁入齐齐啥尔，编入八旗。在城东35公里处建13个自然屯。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黑龙江将军衙门由墨尔根移驻齐齐哈尔城，满八旗兵民随之迁入，分布于离城

50公里处，自成村落。随着清廷对东北封禁政策的废除及招民垦荒政策的实施，迁入的

汉族人数不断增多，齐齐哈尔城成为汉、满、达、蒙、回等民族共同生存居住的多民族边疆

城市。清末民初，又有朝鲜人从朝鲜半岛和辽宁、吉林一带陆续移住齐齐哈尔地区。

清代，朝廷在齐齐哈尔地区实行八旗制，各族兵民披甲充军吃皇粮，兼垦荒务农，牧猎

纳贡。汉、满族以农业为主，蒙族以牧业为主，达族从事农业兼渔猎业，回族从事牛羊贩运

及饮食业。各族人民共同开发自然资源，促进了齐齐哈尔经济的发展。

各族人民都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反对沙俄入侵等保卫边疆的斗争中做出了贡

献。民国时期，迁入齐齐哈尔的汉族及少数民族人口逐渐增多。各民族为反对军阀势力

和民族歧视、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少郎、岱夫为首的达斡尔贫苦农民的武装起

义即是其中的代表。民国17年(1928年)，巴尔虎蒙古人举行反军阀暴动。迫使军阀当局

承认了巴尔虎蒙古人的合法权益。东北沦陷时期，回族中涌现了麻秉钧等抗日志士；清真

董事会带领回族群众开展了抵制日本关东军强占穆斯林老茔地的斗争；蒙族曹臣、达族沃

毛库、沃庆祥等抗日志士都为民族解放。同日伪当局进行了英勇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各族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有千余名达族青壮年参加蒙古自卫大队；

230余名朝鲜族青壮年参加朝鲜义勇军；27名回族青年参加人民解放军，投入到剿噩等斗

争中。少数民族中涌现了吴维臣、安劲松、安福音、白玉海、鄂景海、穆成斌、陈俊山等英雄

模范人物。以回族妇女王艳茹为首的絮绗小组，荣获市政府授予的“支前模范”称号：以达

族共产党员鄂景海为首的担架队，抢救200多名伤员，荣立一等功。以回族共产党员穆成

斌为首的“特殊包乘组”护卫3005次列车，胜利地将军火抢运到辽沈战役前线。各族人民

为解放齐齐哈尔，为全国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 】 ·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族人民又踊跃投身到抗美援朝运动中。有41名朝鲜族、11名达

族青年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以回族、达族青年组成的担架队赴朝抢救志愿军伤病员：各

族群众还积极为朝鲜前线捐款捐物和参加为志愿军伤病员献血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抗美

援朝战争。

解放后，党的民族政策逐步落实。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为尽快发展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和各项事业。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多项优惠政策，并定期发放少

数民族地区补助费和发展资金。仅1980至1985年，就向民族乡、村拨款145万元，用于

经济发展。各民族为齐齐啥尔市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朝鲜族开拓了齐齐哈尔的水稻种植

业：达、蒙、满等族促进了畜牧业生产：回族繁荣了城区的饮食服务业。农业合作化时期，

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涌现了4个县级和1个省级粮食丰产村。但在五十年代末，由于

急躁冒进“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影响，使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生产方式遭到了冲击和破

坏，致使部分少数民族聚居村的群众生活陷入贫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经济得

以恢复和发展。1985年，民族乡、村的各业总收入达2 651．8万元，人均收入363．2元．分

别比1980年增长6．2倍和1．3倍。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仅奶牛存栏就比1980年增长

3．2倍。有的村开始走向富裕之路，朝鲜族明星村人均收入达1 023元。有150户人均收

入超千元。但全市农村的少数民族还未完全摆脱贫困，仍有20一30％的民族村屯处于贫

困线以下。

少数民族同汉族同样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在少数民族中，有3人分别当选为第

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3人当选为历届省人大代表；212人当选为历届市人民委员和

人大代表；179人被推荐为历届市政协委员。但在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打

击和伤害了卜林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文革”中，他们再次受到冲击和伤害。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政策逐步恢复和落实，少数民族中的冤、假、错案得以纠正

和平反，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解放后，共成长起900多名

少数民族科技专业干部和3 000余名少数民族党政干部，其中卜林(达)、白文达(回)、南

景元(满)等曾担任市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茫哈(达)．王同仁(回)、南相日(朝)、那达

(蒙)、关玉民(满)等57人曾挺任市各部、委、办、局的领导职务，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

着少数民族干部应有的作用。

1982年，齐齐哈尔市区总人口为1 224 113人，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3．8％。

共有24个少数民族，人口74 748人。占市区总人I=I的6．2％。其中满族31 964人，占

2．60％：达斡尔族16 610人，占1．49％：回族13 685人，占1．12％；朝鲜族8 096人，占

0．66％；蒙古族3 716人，占0．30％：鄂温克族190人．占0．016％；锡伯族116人。占

0．0095％：柯尔克孜族65人，占0．0053％；鄂伦春族36人．占0．0029％：赫哲族4人，占

0．0003％。1985年，市区有少数民族入口约7万多人，其中13 600余人聚居在3个少数

民族乡、28个民族村，其余散居在城镇和其它乡、村，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各民族都有独特的传统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有些沿袭至今。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

文艺、体育健康发展，活跃着城乡舞台和群众的文化生活。有的少数民族(如满、蒙、朝鲜

族等)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今各民族基本都通用汉语和汉文。少数民族的教育、卫生
·2·



等事业逐步发展。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屯都有村办小学，大部分村屯有卫生所，少数民族醮

健康状况逐步改善。1985年，共有29所少数民族中、小学校及民族师范学校，专任教j『il

510名；在校中小学生16 939人，比1949年增长101倍。

齐齐哈尔市的各族人民，在解放、保卫、建设齐齐啥尔的共同实践中，形成了政治、绥

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结成了团结合作、和睦共处的情谊。各民族群众将团结一致，

为使多民族聚居的齐齐哈尔市更加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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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1982年8月13日，

胡耀邦总书记到回族个体养

牛户王连弟家视察。中为胡

耀邦，左六为王连弟。

- I鼍

_

<1983年5月，市政协

委员视察齐齐哈尔亚麻厂。



p梅里斯区明星朝鲜族

村欢庆老年节。

q1982年8月6日，

齐哈尔市达斡尔历史语言

学学会成立，图为成立会{

场。



》达斡尔人用犍牛拉抬

犁耕作。



》朝鲜族摔跤比赛

q满族传统体育珍珠球运动。

<达斡尔族曲棍球运动。



p蒙古族传统“三勇绝
技”之一射箭。

：。-? q朝鲜族传统体育荡秋千

、

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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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舞蹈《草原雄鹰》。 胁蕾箍篓星型瞪。蕾_誓鲞醢叠童基坠．
△朝鲜族舞蹈《小鼓舞》

回民皮革厂打击乐队在广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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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婚礼。

△达韩尔族民间传统乐

器术库连(口弦琴)。

龟嗡
～ A蒙古族茶砖。 △蒙古族腰刀及赫拉

(火连)袋。



△1983年，齐齐哈尔市

第五届政协委员、市第一中

学教师温博超(锡伯族)在政

协小组会议上友言。

V黑龙江省政协i

省鄂温克研究会理事苣

齐哈尔民族师范学校萄

杜柳山(鄂温克族)于等

驯鹿场。

q黑龙江省“七|l

政治工作者”、齐齐q

协委员吴占柱(柯尔

在同牧羊女工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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