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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鞍山市民族志>，经过多年编纂现已出版问世。这是鞍山民族工作

的一件大事，也是鞍山修志工作的又一硕果。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共同谱写了5000年灿
●

烂的文明史。鞍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1992年人口统计结

果表明j全市除汉族外，还有31个少数民族，共53．4万人，占全市人口总

数的16％．其中满族有493485人，主要分布在岫岩满族自治县和海城孤

山满族镇；回族有23904人，主要分布在全地区九座清真寺周围；朝鲜族

有10218人，主要分布在千山区宋三台子朝鲜族满族镇和铁西区永乐一

带；蒙古族有4599人；锡伯族有509人；还有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

侗、瑶、自、土象、哈尼、傣、黎、傈僳、佤、畲、水、纳西、柯尔克孜、土、达斡

尔、仡佬、俄罗斯、鄂温克、鄄伦春、拉祜等少数民族，人数都比较少，分布

在全市各地。

鞍山有岫岩满族自治县。海城市孤山满族镇，千山区宋三台子朝鲜族

满族镇和25个少数民族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总面积为4790平方公

里，占全市总面积的51％。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鞍山的各少数民族与

汉族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团结互助，并肩奋斗，为鞍山的发展和建设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许许多多气壮山河、绚丽多彩的英雄凯歌。

这部志书记载了鞍山各族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

略的英勇历史；记载了鞍山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

歧视和民族分裂的丰功伟绩；记载了鞍山各级政府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历

史贡献j记载了鞍山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和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卓越
●

成就；记载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少数

民族的文化遗产的重要史实；记载了各民族的历史名人、革命烈士、战斗

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光荣业绩；记载了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政

治协商会议以及各群众团体中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参政议政和社会活动



的典型事迹。所有这些，为全面了解鞍山，特别是为了解鞍山民族事务提

供了翔实的资料和方便。

鞍山各民族历史久远，史事繁多。然而由于史料挖掘不够，给本届修

志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为了编好这部志书，确保史料的翔实性和严肃

性，编纂人员甘冒寒暑，夜以继日，奔走于县区乡镇，深入予各民族街村，

访问查询，反复考证，查阅了大量档案卷册，广泛地搜集口碑和文字资料。

在工作中力求广征博采，坚持实事求是，终于使这部志书具备了应有的科

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这部志书结构比较完整，史料比较丰富，记述比较客观，语言比较朴

实。可是‘，修志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志书难免存在

不足，尚祈各界人士不吝指正。 、

金乃钱、
。

1998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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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全面系统地记述鞍山市民族

事务的历史和现状，旨在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

策，研究鞍山市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工作提供方便。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限截至1994年。

三、本志为章节体，除概述、大事记、文献辑录外，共分10章

63节。
5’

’’’

四、本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为已谢世的为民族团结

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立传。名录和名表则不受此限o
’

五、本志用公元纪年，各朝代纪年放在括号内；在必须用朝

’代纪年时，则将公元纪年放在括号内o 、一
。’

六、本志中的数字、计量单位名称等的使用，一律遵照国家

的有关规定书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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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

华数千年的灿烂文明，是生长在这里的各族人

民共同创造的。鞍山在历史上是属于中原王朝

的边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鞍山也是一个多

民族的城市，民族文化丰富6鞍山地区的各民

族发展与整个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各个民族的发

展历史。有割不断的密切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社会主义国家。56个兄弟民族和睦相处，每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中

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是各民族成员集体智慧与血

汗的结晶。

早在170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即有人类繁

衍生息，中国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约在

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国各民族的祖

先就相继创造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

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东

北的红山文化；西南的巴蜀文化等等，为多民

族国家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中华民族起源于炎黄时期。当炎黄两族相

互融合、趋于一体的时候，在黄河中游的四周

还居住着许多习俗各异的氏族、部落。在北方

居住着狄人。以荤粥为强族；在东方则有夷

人；南方有九黎、三苗等群族。舜时，西有

戎、渠、氐、羌，北有发、息慎、山戎．东有

‘长夷、岛夷，南有交趾，相互交流活动，范围

超过了以往。

黄河流域的炎黄后裔经历了夏、商、周三

代，不断吸收周围羌、夷、狄、苗、蛮等族的

成分，相互融合演化为华夏民族。与此同时，

东方九夷，东北肃慎，南方苗族，西、北方的

氐、羌、狄等族与华夏的联系日益加强。华夏

族就是在与周边各族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过

程中不断壮大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民族发展壮大的一

个重要时期，由于战争等因素的推动，各民族

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步伐加快，又有许多少

数民族融人华夏民族之中；周边民族吸取了华

夏的文化。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华夏族与

周围各族的差异日渐缩小、界限日趋模糊，如

原被视为西戎的秦国与被当成南蛮的楚国，在

战国后期同齐、燕、赵、魏、韩一起并称。诸

夏”，而且是诸夏中最为强大的两个诸侯国。

秦汉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

后，华夏民族的发展进人了一个更高的联合

体。由于华夏族是秦汉统一帝国的主体，所以

统一帝国的名称也常常用来指代。华夏”的族

称，如称华夏族人为“秦人”或“汉人”。汉

朝的建立，j西常被视为汉民族形成的标志。因

为这一时期，华夏族较先秦有了很大的发展，

标志民族特征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

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更加稳定。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与向心

力的共同体j
‘

汉民族形成之后．在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

程中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如从魏晋南北朝以至

明、清，人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与当地

汉民族融合了，成了华夏民族共同体的一部

分。元朝，将境内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

人、南人；汉人这时已将契丹、西夏、女真人

都包括在内了：南人则是指旧宋境内的汉人。

满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汉族的血统中又融入了·

满族的成分，现今的汉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

展而来的。

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除汉族外主要有肃

慎、秽貊和东胡三大族系。

肃慎又称息慎．是后来女真、满族的先

躯，是古代东北地区的主体民族，也是东北最

早的民族之一。虞夏时期。肃慎就和中原地区

有了联系。周武王时，肃慎曾向周人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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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矢石碧，中原人把肃慎人居住的地方认作
。北土”。

’

汉代以后，肃慎改称“挹娄”，主要从事

农业，善养猪。“挹娄貂”在三国时已成为中

原显贵们的御寒珍品。北朝及隋唐时期称肃慎

的后裔为“勿吉”和“株鞫”。隋朝时的棘鞫

已发展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拂涅、

号室和黑水等七大部，分布于东达滨海，西至

，嫩江，南抵今吉林市．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广阔

．．地区。唐圣历元年(698年)，粟末部的首领

大祚荣在松花江上游、长自山北麓一带建立了

被称为“振国”的政权。玄宗时封大祚荣为

。渤海郡王”。遂以渤海为国号。渤海国的都城

上京龙泉府，位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中唐以

后其势兴盛，有户十余万。辖境，南及朝鲜半

岛北部，东抵大海，北达松花江下游，西南方

接近今辽宁省的北端。渤海国的政治和军事制

度都是仿唐而建立的，经济文化相当发达，当

时被称为“海东盛国”。渤海建国200余年，

后为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所灭。渤海的遗民大部

分南迁到辽河流域，与当地汉人、契丹人杂

居，以后逐渐同化融合；还有一部分迁居朝鲜

半岛。

渤海亡后，黑水棘辐又继之而兴，契丹人

称之为。女真”。其后女真称呼就取代了棘鞫。

辽代，契丹人把女真人分为生、熟两部分。其

中没有归附于辽的“生女真”．分布在松花江

北岸．黑龙江中、下游，东达海岸，社会发展

还处于较落后阶段。10世纪末，生女真中的

完颜部迁徙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畔，在此

后百余年中，日益强大，通过频繁的兼并战争

统一了女真各部。1115年，以完颜部为核心

的女真人。在首领阿骨打的领导下建立了国号

为。金”的奴隶制国家。此后，金灭辽，灭北

宋，占领了淮河以北直至塞外的广阔地区．迁

都燕京(今北京)，大部分女真人也陆续迁入

中原定居。到了金朝后期。由于与当地汉族等

民族的相互融合，人居中原地区的女真人，民

族特点已基本消失，故元朝建立后，将其概称

“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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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居于东北的女真人，在明朝时分为建

州、海西和东海女真三大部。明中叶以后．建

州、海西女真相继从黑龙江、松花江等地南迁

至辉发河和浑河流域定居，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在各部中居-先进水平。16世纪下半叶．

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以

此为核心吸收其他族人形成了新的族系。1636

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

“清”，定本族名称为。满洲”，女真人也因而

被称为满族。此后清军入关，清朝统治中国达

260余年之久。当时，处于边远地区的女真部

落有的没有被纳入满族．他们就是今天的赫

一哲、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祖先。

涉貊这一族系。包括夫余、高句丽、沃

沮、涉貊诸族。古代曾先后居住于中国东北和

朝鲜半岛上。

涉貊族是涉和貊两个民族融合而成。周

时．涉和貊都居于周的北方。秽貊在中国古

代又被称作“茹国”。秽貊的风俗与高句丽相

似．同姓之间不通婚，祠虎为神。每到十月举

行祭天盛典，昼夜饮酒歌舞，称之为“舞天”。

大约在春秋时期，涉貊人就在生产方面进入了

以农牧为主的阶段。战国时，属燕，秦灭燕属

秦。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灭卫氏

朝鲜，于其地设玄菟郡。

夫余源于秽貊，西汉时期曾于今松花江

中、上游一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汉书·夫

余传>记载：“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

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

地方二千里，本{岁地也。”夫余人种植五谷，

善养牲畜。有以金银为饰的风俗。其国力殷

富，有八万户人。君王以下的官吏称“加”，

以六畜之名命官，如马加、牛加、猪加、狗加

等。夫余在文化上深受中原影响，但仍然保持

着本民族能歌善舞的豪放民风。两汉时期，夫

余一直是汉朝的附属国，由玄菟郡节制，汉廷

颁发印玺给其王。令其统领族人。魏晋南北朝

时期，由于鲜卑、勿吉、高句丽等强族的侵凌

和威胁。夫余日渐衰落，5世纪末国亡。夫余

遗民一部分融于勿吉等其他族系的氏族，另一



部分流迁至朝鲜半岛与高句丽融合。

高旬丽。源于周秦之际的高夷，生活于夫

余南，今鸭绿江两岸。分为消奴、绝奴、顺

奴、灌奴、桂娄等五部。汉武帝时以高句丽为

县．属玄菟郡。西汉后期，夫余人朱蒙从夫余

来到卒本川(又名沸流水，今吉林省通化附近

浑江支流富尔江)，于公元前37年建立高句丽

国。高旬丽人与夫余人风格、语言接近，主要

从事农业，善酿酒，能歌善舞，是今日朝鲜族

的主要来源之一。

东北的另一小系古代民族是东胡。远在战

国之前．东胡就与中原的周王室有政治上的联

系。战国时，东胡已发展为一个较大的部落集

团，其中包括诸多族属相同但名号各异的大小

部落，如乌桓、鲜卑等。这一时期，东胡的活

动地域主要是今内蒙古东部至辽河松花江流域

的西部，因其处于匈奴以东，故而被中原华夏

称之为。东胡”。东胡在战国时期，与南部的

燕国多次发生冲突，被燕将秦开袭破，东却

1000余里。秦汉之际，东胡势力西向蒙古高

原发展，与匈奴发生冲突，被强大的匈奴冒顿

单于击破，百姓部众及畜产大多被匈奴所掳。

汉代，匈奴在汉匈战争中力量被削弱，东胡余

部得以复振，乌桓与鲜卑两部族相继崛起。

<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者，本东

胡也。汉初匈奴冒顿单于灭其国，余类保乌桓

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以弋猎禽兽为

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

开向日。”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霍去病击破匈奴左贤王后，乌桓的一部分从匈

奴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被汉王朝迁至上谷、渔

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的边塞外居住，

受汉廷派置的护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在日益强

盛起来之后，在两汉时期对汉朝时附时叛；建

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乌桓被曹操征服，

曹操把归附和俘虏的乌桓人众迁至内地，并挑

选壮健者编为骑兵。内迁的乌桓，包括乌桓骑

兵，逐渐与内地的人民相互融合。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三国志·魏书·鲜

卑传>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余也，别依

鲜卑山，因号焉。”鲜卑初时居于乌桓以北，·

东汉时崛起，并占领了匈奴故地，与散居于此

的十余万匈奴人融合在一起，成为北方的一支

强大势力。东汉末年，鲜卑人檀石槐统一了鲜

卑各部，其统治区域东至兴安岭。西至准葛尔

’西部的乌孙，东西6000余公里，南北3500余

公里，强盛一时。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成为．

迁居内地并在北方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五个少

数民族之一。十六国时期的前、后燕、西秦、

南凉及北朝的北魏等政权都是鲜卑的慕容、乞

伏、秃发及拓跋等部先后建立的。鲜卑与乌桓

一样，都是游牧民族，风俗习惯也与乌桓相

近。人居中原地区的鲜卑人，由于生产方式的

改变及汉化措施的推行。也逐渐融合于中原居

民之中了。留在塞外的鲜卑人，后来发展为室

韦、奚和契丹等族。。

契丹白北魏以来，在今辽河上游一带游

牧，唐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

都督。唐末，迭刺部首领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

近各部，建立辽国(916--1125年)，与五代

和北宋并立，后灭于金。契丹人多与汉人、蒙

古人、女真人相融合。

室韦，北魏以后见于史册。最初扮布于嫩

江流域及黑龙江的南北两岸，唐时有二十余

部，契丹在建立辽国的过程中，室韦的一部分

并于辽；其民众与契丹人融合。室韦的一支，

居住于额尔古纳河一带的蒙兀室韦．是后来蒙

古部的祖先之一。蒙兀室韦后迁至鄂嫩、克鲁

伦、图拉三河上游肯特山一带。13世纪初，

蒙古部的首领成吉思汗统一了大漠南北各部

落，建立起统一的蒙古汗国，．蒙古民族就是在

这一过程中初步形成的。公元12"／1年，一成吉

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元朝灭亡后，入

居中原的蒙古人融入当地居民之中；而塞外的

’蒙古人则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和游牧的生

活方式，发展成为现代的蒙古民族。

鞍山地区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很早．从海城·

小孤山人生活的年代算起，可以追溯到四万年

前的旧石器时代。但是，直到本世纪之前，在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所形成的传统的以农业为主

3



的社会经济形态，没有明显改变，社会经济发

展很缓慢。从本世纪30年代起，在现代钢铁

工业的带动下，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本地区的

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新中国

成立以后，鞍钢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钢铁工业

基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国各族

人民的大力支援。国家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财

力、物力，而且投人了大量的人力。鞍钢的生

产和建设不断取得进展．鞍山的市政建设及各

行各业也都相应地有了飞跃的发展，市区人口

由解放初期的11个民族不足20万人。至

1985年为18个民族近130万人。到1994年

达32个民族。在鞍山市的总人口中，汉族约

占97％强，少数民族中满、回、朝鲜、蒙等

几个民族所占比倒较大。其他十余个少数民族

所占比例很小。鞍山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各民

族平等团结。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良传

统，为鞍山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

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鞍山市是一个以汉族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多

民族的地区。以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

提供的资料为例，全市共有汉、满、回、朝

鲜、蒙古、锡伯、壮、苗、达斡尔、白、纳

西、维吾尔、瑶、布依、土家、水、藏、侗、

哈尼、黎、畲、俄罗斯等29个民族。汉族人

口2456282人．占总人口的97．6％；28个少

数民族人口60553人．占总人口的2．4％。

其中百人以上的有5个：满族31457人、回族

20228人、朝鲜族7589人、蒙古族928人、

锡伯族139人。

汉族人口多为戍边屯垦移民，还有一部分

是从华北“闯关东”来到鞍山的。满、蒙、锡

伯族人口为明清封驻的东北、内蒙古的原有居

民。解放后，有的少数民族人员多数是全国支

援鞍钢时从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军队转业退

伍、科技、商业战线调来鞍山的。少数民族居

住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形成一些民族乡、

民族村。

解放前i鞍山境内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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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仅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而

且受到民族歧视，有的民族长期过着逃亡的生

活，有的在户口登记中不得不改变民族成分。

解放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极为重视民族

事务工作，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组织设有

统战部，各级人民政府有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

这项工作。建国以后，中共鞍山市委和市人民

政府始终坚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

策，使各族人民群众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

员。

在政治地位上，各族人民群众一律平等，

’都是新中国的主人。在鞍山市的历届党的代表

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都有少数

民族代表。市委和市政府通过保送上大专院

校、民族学院、党校深造和实践中培养，造就

一批少数民族人才．并注意选拔他们担任各级

领导职务，参与对国家的和地方事务的管理。

中共鞍山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尊重少数民族

的宗教信仰，为信教群众投资修建宗教活动场

所。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设施遭

到了破坏，但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民族政策和宗教

政策的落实，不但原有的设施被迅速修复，而

且还新建了一些场所。‘，

与此同时，中共鞍山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展民族经济的方针

政策．根据各民族的特点，积极引导少数民族

群众和汉族群众一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

展民族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使少数民族群众

摆脱贫困，逐步走上了富裕之路。

1985年，全市已有少数民族商业网点7

处，国营、集体、个人饭店50多处，朝鲜族

家具厂1处，回民糕点厂3处。旧堡区宋三台

子朝鲜族满族乡充分利用背靠鞍钢的地理优势

和省、市政府、省民委给予的优惠政策，积极

发展乡村企业和私营个体经济，带动了各项事

业发展。宁远乡张忠堡回民村通过市民委与科

委输入资金和科技人员，大搞桩式养牛。由贫

困村变成了人均收入超千元的富裕村。



经济兴旺带来了社会事业的发展。以

1985年为例，鞍山市回族和朝鲜族人口仅有

27817人，只占总人口2．1％。就有回族、朝

鲜族学校7所(中学1所，小学6所)、幼儿

园ll所。投资127万元，建成设施较完善的

朝鲜文化馆1所。民族村普遍办起了文化室。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鞍山市

有少数民族29个，共有人口92715人，占全

市总人口的3．27％。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

1992年岫岩满族自治县划归鞍山管辖，鞍山

市少数民族人口增至533680人，少数民族人

口占全市人口比例的16．2％。20世纪90年

代，鞍山市辖区即由原来的少数民族杂散居地

区。又逐渐形成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中，满

族主要聚居在岫岩满族自治县和海城市的东部

山区；回族主要聚居在鞍山、海城、台安、岫

岩八个清真寺附近；朝鲜族主要聚居在旧堡区

宋三台子和铁西区永乐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分

散在全市各地。在少数民族中．满族人口有

493485人，占全市人口比例的14．9％；回

族人口有23904人，占全市人口比例的

O．72％；朝鲜族人口有10218人。占全市人

口比例的0．31％；蒙古族人口有4599人，

占全市人口的0．14％。到1994年底，鞍山

共有民族县、镇三个，即岫岩满族自治县、海

城孤山满族镇和鞍山市旧堡区(今千山区)宋

三台子朝鲜族满族镇。还有24个民族村和20

多个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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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汉 族

第一节族源沿革

汉族，古代亦称华夏、中华。历史上又有

夏、诸夏、华人、秦人、汉人、唐人等称呼，

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

族。历史上汉族主要聚居在黄河、长江、珠江

等流域和检辽平原。其先民出自春秋战国以前

的华夏。东汉以后始有汉族之称。解放以后，

从鞍山市区、海城县、台安县、岫岩县等地发

掘出很多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以至汉代的文化

遗址和汉墓，从出土情况可以判断鞍山地区约

在1—4万年前后即有人类活动，战国时代已

有汉族在当地定居之记载。至汉代以前已经有

成片的居住村落。

汉族是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

展过程中确立的。秦统一诸夏兼并六国后，华

夏的族称仍然沿用。但原属山东(崤山以东)

六国之民，已同为秦朝“黔首”。秦虽国祚短

促，然而西域诸族、匈奴至汉代仍称中原人为

秦人。公元前206年，汉朝继秦而兴，前后

400余年，沟通西域，屯田湟中，设立乌桓校

尉，降服匈奴。征服西南夷并设立郡县，平定

赵氏南越及东瓯、闽越。于是多民族中国的统

一有了新的发展。汉代以后，华夷同居中国，

特别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五胡”在

中国北部建号立国，民族上层成为统治者。论

族别，他们虽不讳为夷狄。论国别则以据有长

安、洛阳两京而自居中原正统。于是因为与原

称“华夏”的中国居民同行汉礼仪，服汉衣

冠，遂逐渐地将这些原居民称之为。汉人”。

在以后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汉

人”便逐渐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

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活动于西起陇山、东

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其成分包括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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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的人。在历史

传说中，有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狄、戎的

记述，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逐步融合为同

一个族体。公元前21世纪，中原地区的原始+

公社制时代走上了阶级社会。相继出现了夏、 ，

商、周几个王朝。夏王族为大禹之后，商王的

祖先本是东夷，周王自称其先民为夏人的一

支，杂居于戎、狄之间，与羌人关系密切。来

自不同部落集团的人们，都自认黄帝为祖先，

首先在黄河及其支流渭、汾、伊、洛下至河济

之间以及淮河支流汝、颖上游；继而发展到淮

河、泗水、长江、汉水的广大地区。经过漫长．

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争和融合，而形成

为共同族体。战国时期．原为蛮夷的楚、秦不

仅与齐i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

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之间合纵、连横、

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的趋

势。进至中原的戎、狄、夷、蛮也逐渐与华夏

融合，、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诸夏。从此，汉族

开始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发展

过程。在这期问。历代都有汉族人民通过屯

垦、移民、掳掠、流亡等方式移居边疆各地，

与边疆少数民族杂处．共同开发边疆。移民边’

疆的汉人，其中有不少融人当地少数民族之

中，其中唐代东北的渤海人、西南南沼人、辽

代契丹人。清初满族等，都以融化大量汉族人

民而壮大兴旺。与此同时边疆各民族也不断内

迁，与汉族杂居，亦大都融入汉族之中。汉族

是以春秋战国以前的华夏族为主体，在漫长的

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兼收并蓄其他各族成分

最终形成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鞍山地区的汉族，大约是在战国、秦、汉

时期从中原迁移过来的。其迁移路径是通过燕

国进入西辽河流域到辽东，或从海上来到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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