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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是一个多民族杂散居的省份，有满、蒙古、回、朝

鲜，锡伯等39个少数民族，人口450多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2％

以上，是全国民族工作重点省区之一。因此，民族团结、民族

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我省民族工作的出发点。现今，

我省先后建立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阜新、喀左、新宾、岫岩、

凤城)，并恢复和新建立150多个民族乡(镇)，还有一大批

少数民族聚居村，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各少数民族大散居，

小聚居的局面。 ．

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辽宁少数民族》一

书，献给广大读者，目的在于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体现

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民族团结，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书中主要介绍辽宁省万人以上的满、蒙古、回、朝鲜，锡

伯五个少数民族在辽宁各地定居情况及政治、经济、文化生

活、风俗特点等。
‘

本书是1984年9月在全省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上确定的协

作项目。协作牵头单位是阜新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参加协作的

单位有：沈阳、抚顺、丹东，辽阳、朝阳，营口六市政协文史

办公室，还有绥中、义县，岫岩、凤城，新宾五县政办文史办

公室。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俞在峰、聂光谦、曹文奇、李格

政、温习志等同志。省民委及民族研究所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

了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l

编 者

198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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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少数民族概况

我国的历史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在4，000年漫长的过程中共

同创造的。不仅人口众多的汉族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

祖国的历史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其他民族也各自起到了不容低

估的作用。 ：一， ’．

。

在我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大家庭中，除汉族外，共有55个少

数民族。在我们辽宁省就有39个少数民族。其中人口超过万人

的有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和锡伯族。当前，各少数民

族的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民族团结和繁荣

正在得到进一步增强，各民族人民正在为巩固和发展民族平

等、团结、互助，友爱做出不懈的努力。‘

满 族

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目前有满族350多万人，约占全国

满族人口的半数以上，是全国满族最聚居的省份。我省的满族

除分布在故土新宾和故都辽阳、沈阳外，还聚居在当年明，清

之间的重镇：兴城县(宁远)、北镇县(广宁)，以及凤城、

岫岩等地。现在我省满族人13最多的县是岫岩，其次为凤城、新

宾、兴城，北镇。其中岫岩、风城、新宾三县的满族人I：1均占

全县总人口的半数以上。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省的满族人口

分布也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满族的先世可上溯到两千多年f'i；_『的肃慎以及后来的挹娄

(汉、三国时期)、勿吉(J=}；i、北朝时期)、秫揭(}}fj、庸时

期)，女真(辽、宋、元、明时期)。相传早在公元前1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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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周初年，肃慎人就已向周武王献过“槽矢石磬’’，和中原

地区建立了联系。

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的史书中，则分别以“勿吉一和

“棘褐，，来称呼肃慎、挹娄的后人。7世纪末大祚荣以粟末秫

辑为主体，建立了渤海地方政权。公元926年，契丹人建立的

辽朝灭掉了渤海政权。契丹人把黑水棘羯称为女真。

。’12世纪初，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在其首领完颜阿骨

打的带领下，起而反抗契丹人的压迫，于公元1115年建立政

权，国号金。并先后灭掉辽朝和北宋，成为与南宋并立的王

朝。公元1234年，新兴的蒙古灭掉了金朝女真政权。

明代女真人，由于各部落频繁迁移，渐形成了建州女真、

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矽三大部。 ，

。

清太祖努尔哈赤生于公元1559年，姓爱新觉罗。公元1583

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祖父觉昌安，在明军征讨王杲之

子阿台的战争中和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一起任向导，结果都被

杀。努尔哈赤把父亲和祖父的死归罪于尼堪外兰，故起兵讨伐。

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伟大事业。到公元1593年，挫败了叶赫

等九部联军，基本上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建州女真的兴起，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满族这个民族共同体就逐渐开始形

成了。努尔啥赤在统一女真诸部的过程中，根据女真人嚎有的

氏族组织，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由于汉人和蒙古人的

日益增多，先后增编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随着各部的统一

和军事力量的日益加强，于是，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在今新

宾县南旧老城即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政权。

公元1589年，努尔哈赤破明封为都督佥事。公元1595年，

义进封至龙虎将军。他还多次到过北京，并经常到抚顺马市与

明朝进行交易，他广泛接触了汉族文化。使女真人的社会生产

力和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
’

公元1626年8月，努尔哈赤去世。1635年，皇太极废除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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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旧称，定族名为满洲，饮年即皇帝戗改目号为大清。、
满族的文化也很悠久。早在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就命额

尔德尼、噶盖用蒙文字母，创制了满文。公元1632年，皇太极

又命达海改革，用圈和点来区别字母中原来分辨不清的元音和

辅音。原来无圈点的满文称为老满文，加圈点的称为新满文。

入关后的满族统治者，仍念念不忘祖先旧地，多次东巡到

盛京祭祀祖先的凌墓。并大兴土木重修帝陵。努尔哈赤的祖

先·肇祖、兴祖、景祖、显祖和努尔哈赤的伯父礼敦所葬地在

新宾启运山下，原称兴京陵。顺治时，采用汉族建筑风格重新

修建，后改称永陵。永陵和在沈阳埋葬努尔哈赤的福陵(即东

陵)及埋葬皇太极的昭陵(即北陵)，并称为关外清室三陵。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后经皇太极的精心修

建，形成了今天的沈阳故宫。这也是具有满汉民族风格的建筑

群，是满汉人民智慧的结晶。 ． ‘．． ’．‘ 一

满崩入关前，女真各部发展很不平衡。采集和狩猎还占一

定比例。进入辽沈地区后，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农作物除水稻外，还有粟米、谷子。并且还采集人参和养蚕

等。 一’ ．

．‘

。 ：

满族善骑射。儿童自幼骑马射箭。跳马和跳骆驼即由早期

的军事训练而演变成体育活动。此外还有摔跤、滑冰(冰嬉)

等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过去满族人二般居住草顶土房。正屋三

铺炕，西炕为贵，北炕为尊，南炕为少辈。西墙上供有“祖宗

板"，院中有影壁，影壁后立一高杆，称为“索伦杆"。历史

上满族曾信仰萨满教。
’

：、一1

满族男子多穿，“马蹄袖”的袍褂。妇女头顶盘髻，佩戴耳

环，穿宽大的直统旗袍。今天广大妇女所喜爱的旗袍即由此演

化而来。满族足很讲礼仪的民族。过去晚辈对长辈是三天一小

礼，五天一大礼。晚辈差不多天天都给长辈请安。

满族的姓氏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据说共有679个姓氏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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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来源·一是以氏族部落为姓氏，=

是根据所居地的山川为姓氏，三是以父名上一字为姓，此外还

有赐姓和冠汉姓者。现在我们所说的满族八大姓，一般指：

佟、关、马，索，齐，富，那，郎而言。清代皇室为爱新觉罗

氏即金姓。． ，

‘’

’辽宁的满族人民和全国其他满族优秀儿女一样，不仅为祖

国疆域的巩固统一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现代

革命斗争史中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岫岩人民自愿组织了3，000多人的队

伍，以锄荷为武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进犯。我省金县满

族关向应同志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党的领导人之

一。1925年，在大连“满洲福岛纺织株式会社’’的满汉工人团

结一致，积极开展罢工斗争。1931年，抗日英雄邓铁梅组织了

“东北抗日民众自卫军"，这支队伍中有大批满族参加，活跃

在凤城，岫岩、庄河一带。1935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后，辽

宁满族人民积极加入这支队伍。在解放战争中，新宾县和睦电

就有150名青年参军，其中满族战士就占1／3。在东北野战军

中，满族战士至少有几万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下，广大满族人民倍受歧视和压迫。许多人改

名换姓，隐瞒民族成份。解放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党的民族政策更加深入人心，满族人民纷纷恢复了原

来的民族成份。
’

，：

． 近年来我省民族乡镇纷纷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已建立

了100多个民族乡、镇，其中满族乡、镇占半数以上。国家有

关部门积极扶持民族乡镇发展工，农业生产。满族人民的生活

水平日益提高。
。

’。目前，我省有满族干部三万余人。

近年来我省的满族文化，教育事业也日趋活跃起来。新

宾，风城、岫岩三县都成立了满族文工队，积极开展挖掘和继

·_—‘4。。。。



承满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工作。凤城县还把满族的民间歌舞送上

首都舞台，受到首都各族人民的欢迎。特别是大型满族神话舞

剧《珍珠湖))，更得到中外人士的欢迎，在全国引起轰动。；：
j 我省的满族教育水平是很高的，1984年，全国大专院校在

我省录取满族考生共1，507名。新宾县还成立了一所满族农业

技术高中，一所职业高中‘。 ：

。

，．

“

为了整理和翻译满文档案，省民委还和辽宁大学合办了四

年制大学本科满语班，以培养急需的满语人才。
’。。

‘

-

二． ， 蒙 古 族

‘t蒙古族在我省约有45万人。主要聚居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

自治县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其余多分布于朝阳、凤城、彰

武、北票、法库等县内的15个民族乡，也有少数散居在城市乡

村。
一 ”

。 。

，·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成立于1958年4月。我省人民

习惯简称为“喀左"。全县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总人

口的11．4％。
。

’

。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成立于1958年4月。这里居住的蒙古族

大都从今日内蒙古境内迁徙而来，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27％。
f

“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名称。在唐代

的史书中称为“蒙兀"，元代的文献中始称“蒙古，，，后来逐

渐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
。。

额尔古纳河(唐代的望建河)东岸一带，是蒙古部落发祥

地。后经几个世纪的繁衍迁徙，到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诸部以后，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

来一个部落名称演变成为民族的名称。后经成吉思汗和他的孙

子忽必烈多年的统一战争，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的元朝。
’

明代之后，蒙古统治者退居塞外，逐渐形成漠北蒙古、漠

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大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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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臣服于清后，清对蒙古或按照满八旗形式，或按照蒙

原有的盟旗制，进行组织。今日的喀左即属清代的卓索图

o
。。 ’

古代的蒙古族信仰萨满教。到了明代，喇嘛教的黄教迅速

展，取代了萨满教。。
‘ ‘ ’

后金(清)兴起后，对喇嘛教优礼日隆，辽宁境内的喇嘛

庙与日俱增，最著名的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召庙，也称瑞应

寺。是我国北方喇嘛教的中心，素有“东藏”之称。此外，还

有沈阳的皇寺，北票的惠宁寺也很有名。

我省的蒙古族在和其他民族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交往

中，保留了许多蒙古族特有的风俗习惯。 “那达慕，，大会至今

盛行不衰。“摔跤，赛马，射箭黟，是蒙古族男子引以为骄傲

的“三艺’’。每年七八月牲畜肥壮季节举行“那达慕"大会。

“那达慕"蒙语是娱乐或游戏的意思，是蒙古人民盛大节日。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那达慕’’大会逐步成为物资交流，鼓

励先进，宣传党的政策和科学文化的场所。我省聚居的蒙古族

乡村，几乎每年都举行。

蒙古族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是在回鹘文字母的

基础上创制、改革而成。到了清代，形成书面语言并规范化，

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的文化发展。在辽宁出生或居住过的蒙古

族中，有许多著名人物。如r松筠著((绥服纪略》，对今日蒙

古史研究仍然有重要参考价值，尹湛纳希((一层楼》和((泣江

亭》，是广为流传的文艺作品，明安图著《割圆密率捷法》，

是我国用解析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个人。我省现有蒙古

族师范学校一所、蒙古族高中12所、初中24所、独立小学169

所。儿童入学率为93％。在蒙古族高中里，20％的任课老师为

本科毕业生，45％的任课老师为专科毕业。在蒙古族聚居区，

基本上形成了较完整的教育网。

蒙古族一向有“音乐民族’’， “诗歌民族’’之称。为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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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和发展蒙古族的优秀艺术，活跃蒙古人民的文化生活，在阜

新，喀左等民族聚居地，都设县文化馆、少数民族文工团，以

及为数众多的业余文艺团体。

我省的蒙古族流行叙事体的短调民歌，经过多年演变和艺

术改造后，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民族地方剧种。其中代表剧目有

((乌银其其格》，《桃儿))等等。填补了蒙古族有歌无剧的空

白。 + ，

。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蒙医蒙药占有独特的重要位置。

目前，在阜新自治县专设蒙医研究所，蒙药制药厂。两个自治

县还设有县医院，县中医院、乡中心卫生院、县防疫站，县妇

幼保健站等一系列配套齐全的医疗机构，改变了解放以前蒙古

+族人民缺医少药的状况。 r

我省的蒙古族人民同兄弟民族一样，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

史。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蒙古族白凌阿领导义州、朝阳起义，

反对清朝和蒙古王公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时期，朝阳、建平

等地掀起抗捐抗税斗争。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

动统治的斗争中，蒙古族战士驰骋疆场，谱写了为民族彻底解
一。 放而斗争的壮丽诗篇。’ ．，

。

。，

解放以后，在自治县里，各级领导主要由蒙古族干部担

． 任。建国三十年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省蒙古族

聚居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成果。

在农业生产中，根据自治县所处西部山区的自然条件特

点，大力开展治山治水，利草种树，修建水利工程。目前，森
。

林面积达27．2公顷，农田有效灌溉面积25万亩。农业产量不

断提高，1983年两自治县农业总产值已接近3亿元。

’畜牧业，我省以养猪，牛、羊为重点，7大力发展禽、蜂、

鱼，两自治县共有农林牧渔场十余个，是我省主要的牧业基地。
’‘

民族工业，过去对蒙古族人民来说不可想象。而今，工业企

． 业数以百计，生产酒、瓷器，罐头、皮制品等多种轻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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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左县生产的紫砂等陶瓷产品尤为著名，远销国内外。近年

米，两县工业总产值有了大幅度地增长。

随着生产的发展，蒙古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入达

到万元的蒙古族“两户"不断涌现，人均收入1984年比1978年

增长了3倍多。收入的提高，大大改变了消费结构。蒙古族地

区，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

，

回 族

在我国回族有700多万人，仅次于汉族，壮族而居全国第

三位。居住在辽宁省的回族24万余人，主要分布在省内的大、

中城市和县城，其余则杂散居在农村。由于回族信奉伊斯兰教，

往往以清真寺为中心而居住。这样，回族在乡则自成村落，在

城则自成区域，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远在我国唐朝(七世纪中叶)，

有少数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陆续到我国经商，甚至久居，他们及

其后裔被称为“蕃客”或“土生蕃客’’。到了元朝则被称为“回

回蓿客"。13世纪，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波

斯人、阿拉伯人迁入中国。他们是蒙古军队西征时被征服后并

跟随蒙古军队迁入中国的。当时，他们被称为“回回人秒，后

来他们也以此自称。回回民族就是由上述的“回回蕃客”和“回

回人”在我国土地上落地生根，同汉族以及蒙古、维吾尔等各

族长期相处、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辽宁省的回族，大约在元

末明初时期，陆续从全国各地迁徙而来i迄今至少有690年的

历史。 。
、 。

回族在其迁居中国初期，是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向时

使用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汉语成为回族人民的通用语

言，汉字成了回族人民的通用文字。人名也使用了汉族的姓和

名。但在回族的语言里，一直还存在着一些在汉语里所没有的

词汇，夹杂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些语言在回族内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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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方、各种行业所使用。尤其在宗教语言中；更是多见。

比如： “安拉’’(真主)、，都尸瞒"(异教徒)、 “伊玛

尼’’(信仰)等等。 ．

．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是：信仰安拉为

宇宙独一无二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此外，每年要举行

圣纪节、开斋节、古尔邦节三大节日和进行其他一些宗教活动，

遇有生婚死丧也要举行宗教仪式。这些活动都要请阿訇主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回族人民居住

地的清真寺大都进行了修复和重建，全省已恢复开放了102座。

辽宁的清真寺很多都与爱国将领左宝贵有关。左宝贵(回族)

官居清提督、建威将军，驻沈阳20年。曾为沈阳南清真寺，新

民，辽中、营I：I的清真寺资助。并为新民县的清真寺赠匾，匾

文为“诚意敬心’’。沈阳的南清真寺，是沈阳古建筑之一，也

是全国有名的伊斯兰教大寺。解放后，在国家资助下，．曾多次

修缮和整理，使南寺规模大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此外，锦州

清真寺、辽阳清真寺也较为古老，．并具有较大规模。为了培养

神职人员，在沈阳设有伊斯兰教经学院。 “

．

’回族的风俗习惯无不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回族的小孩出生

不久，要请阿訇起一个回回名JL,结婚要请阿訇证婚，死了人

要速葬，要请阿訇主持殡埋，将死者冲洗后用白布包身，土

葬，回民男子习惯戴白帽或黑帽，妇女戴黑、白或绿色的盖

头，回民不吃猪肉，不吃一切动物的血和自死之物，等等。解

放后，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普遍受到尊重。在我省回族人民聚

居的大，中城市和县城，都设有回民饭店，回民食品供应网点

和专供回民食用的牛羊肉专柜。回族干部、工人，学生较多的

机关，工矿企业，学校，都建立了回民食堂。城镇回民食油也

增加了供应量。回民三大节ILl，在物资上给予照顾，为庆祝活

动提供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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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省回族人民
4

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聚居于大，中城市和县城的回族人民大

力发展服务性行业，特别是一些多年失传，具有回族风味的中

小饮食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聚居于农村的回族人民，贯彻中

央关于农村的两个文件精神，’因地制宜，落实了各种生产责任

制，生产不断发展，生活水平逐渐上升。锦县小柳回民大队是 ·

一个地处沿海、世代以捕鱼为主的回民聚居村落。自确定以渔

业为主的生产方向，实行以船为承包单位的责任制以后，生产 ．

大幅度增长，从1981年到1983年渔业总收入平均每年增加28万

元，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34元。

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回民聚居的地方大都设有中，小学

校，幼儿园。目前，省内有回民中学一所、小学九所，回族幼

儿园29所(其中公办7所，民办22所)。升入大专院校和中等

专业学校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并且培养出了一批回族专家、教

授，文艺工作者，领导干部，教职员、医务工作者和工程技术

人员。

省内现有大批回族干部在党政机关，各群众团体、工厂企

业工作，充分行使着管理国家大事的良主权利。在党的民族区 -

域自治政策指引下，省内农村回民聚居的建平县北廿家子建立

了回族乡。在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回族中，涌现出了一批民 ．

族团结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增添了光辉。

朝 鲜 族

朝鲜族有190多万人口，主要分布在吉林省、黑龙江省和

辽宁省，其中我省约有20余万人，主要居住在沈阳、丹东，抚
。

顺，鞍山、营口、铁岭等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

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相继成立了沈阳于洪区大兴朝鲜族

乡，东陵区浑河站朝鲜族乡，抚顺市郊区李石寨朝鲜族乡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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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朝鲜族乡。．另外还成立了抚顺县大南朝，满民族乡，新宾县

旺清门朝、满民族镇，以及开原县八宝满、锡、朝民族乡。这些

民族乡，镇的设立，极大地调动了朝鲜族群众的积极性，使党

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 -

朝鲜族原来是从邻国朝鲜陆续迁来的。从17世纪末开始就

已零星迁入，到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

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特别是1869年朝鲜北部遭到大饥荒，他们

大批迁入我国东北定居。190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朝鲜，迫使

朝鲜人民又一次大批迁入中国，从鸭绿江，图们江直至黑龙江

的广大地带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以顽强的精神克服了种种困

难，逐渐建立了家园。在长期共同劳动、生活和交往中，朝鲜

族人民同当地的其他民族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成为祖国民族

大家庭中的一员，为祖国发展和繁荣富强作出了贡献。

半个世纪以来，朝鲜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同日本帝国主义

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当时，东北抗日联

军的11个军中，都有朝鲜族战士，在有些军里，朝鲜族战士就占

一半。红光支队就以英勇善战著称。’大批朝鲜族妇女也都参加

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著名的“八女投江’’的悲壮事迹

中，就有朝鲜族妇女。在解放战争中，朝鲜族青年争先参军参

战，屡建战功的事迹更是层出不穷，有些村落80％一90％的青

壮年都参加了革命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朝鲜族人民热

爱祖国、英勇斗争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

富。 。

朝鲜族不仅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而且是一个具有悠

久文化传统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民族节日有：春节、正月

十五，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虽大致与汉族相同，但过节的

方式却不同，如端午节，汉族吃粽子，朝鲜族则多吃打糕等食

品。另外朝鲜族现在还有春季到郊外或风景区游春的习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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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节假日，他们便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娱和体育活动。朝鲜族妇

女特别喜爱压跳板和荡秋千，摔跤和足球9{0是男子们喜爱的活

动。朝鲜族的歌舞可以说是闻名于世，那优美的舞姿构成了它

特有的民族风格，每当伽仰琴和筒筲伴着长鼓吹奏起来的时

候，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 ，

朝鲜族一般喜欢穿素色服装，显示出喜爱清净朴素的特

性。妇女短衣长裙，舒展大方，男子在短衣上外加坎肩，，裤腿

宽大，显得精干灵活，这种民族服装，既适合劳动生产的需

要，也适合运动和起舞的要求。近些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文

化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穿西服的人越来越多。’

。朝鲜族喜欢吃清淡的食品，特有的辣白菜久闻于世，至今

已经成为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群众极为喜爱的食品。特殊的风

味还有冷面和酱汤，他们制作的打糕更是令人食后久久回味。

朝鲜族有尊老敬贤，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一家有事，大

家帮助。每逢老人的生日和其他纪念It，儿女、亲友都会来向

老人祝福。现在，已经有了“老年节"，每当此时，全村的人

都来向所有的老人祝福，准备好丰盛的食物敬献给老人，老人

们也常常会与青年一同起舞欢歌。这种传统不仅使朝鲜族人民

团结和睦，而且促进了民族团结。在我省，辽阳太子河乡光辉

朝鲜族大队和汉族大林子大队相邻，多年来互相帮助，出现了

许多民族团结的感人事例。朝鲜族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

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字早在15世纪就已经创造出来。目前，

朝鲜族仍在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朝鲜族人民中还广

泛流传着大量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近两年有一位叫金德顺的朝

鲜族老人，讲述了不少朝鲜族民间故事，出版了《金德顺民间

故事集))，充分体现了朝鲜族文化悠久与发达。为了促进朝鲜

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提高朝鲜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近些年来我省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朝文版((辽宁日报》加

强了宣传工作，省民委“朝语文办公窒’’加强了朝语文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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