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风情：满族概述（习俗信仰禁忌等）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3/2021_2022__E6_B0_91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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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9821180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三省，以辽宁省最多。另

外，在内蒙古、河北、山东、新疆等省、自治区以及北京、

成都、兰州、福州、银川、西安等大中城市均有少数散居满

族。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

族满语支，分北部和南部两个方言。满族先人曾经使用过女

真文，明代失传。满文创制于十六世纪末，是借用蒙古字母

创造成的。史称“老满文”。由于借用蒙古字母不能完全表

达满族的语音，十七世纪，皇太极下令对“老满文”进行改

造，改造后的文字称“新满文”。满文通行约三百年。满族

人大量入关以后，因满、汉民族杂居，满语文的使用范围逐

渐缩小。现在，除黑龙江某些边远乡村少数老年人还会讲满

语外，其他地方的满族一般通用汉语汉文了。历史满族历史

悠久，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人，是满族的最早祖先。

汉代称“（扌邑）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

（革末）（左革歇左）其后裔一直生活在长白山以北、黑龙

江中上游、乌苏里江流域。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了中国，

形成满汉长期杂居的局面。辽、宋、元、明几个朝代则称“

女真”。长期生活在长白山以东、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

广阔地区。1 6 世纪后期，努尔哈赤崛起，以女真人为主体融

合了部分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满

族。宗教信仰古代满族曾信仰萨满教，崇拜祖先，有祭天、

祭祖的习俗。后来，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崇拜对



象变得多元化。一般满族家中除供观世音、关公、楚霸王神

位外，还喜欢供“锁头妈妈”，用麻线栓一支箭在门头，一

年祭三、四次，祭时一般在晚上把箭头拿下来，摸黑磕头，

祈求“锁头妈妈”保祜一家平安。 满族先人对自然的崇拜是

同狩猎生活和采集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条件下，衣食

都取之于野兽，人们把狩猎所获取的野兽，视为主宰野兽的

“神灵”的恩赐，因而加以崇拜。满族的先人当时还不理解

人类的起源，认为某种动物与他们的氏族有着血缘联系，于

是视作自己的祖先，因而对它加以崇拜，这叫作图腾崇拜。 

满族的先人，随着灵魂观念的发展，逐渐形成对死者及周年

的悼念活动。于是有了自己的祖先的“神”。人们既然创造

了这些被崇拜的神，必然把自己的安危与福祸寄托在这些神

的身上。于是逐渐形成祈求“神灵”的各种祭祀活动。这便

产生了交往于人和神之间的使者--萨满。 萨满教信仰的“神

”有几十种，其中属于自然崇拜的“神”有天神、地神、风

神、雨神、雷神、火神。还有来源于众多动物名目的神。所

有这些“神”，都有自己的偶体和偶像。比如“熊神”是以

一张熊皮为其偶体。有的削木为偶，有的以石为偶，有的把

被崇拜的“神”绘制在纸上或布上。 这些偶像还不是真正的

“神”，只能做为象征而存在，要通过这些偶像与真正的“

神”打交道，需要能通“神”的萨满。可见萨满是古代社会

中作为现实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之间的交往者。 萨满非世袭

，上一代萨满死后相隔数年后，产生出下一代萨满。新萨满

被认为是上一代萨满的“神灵”选择的。因而婴儿出生时未

脱胞者、神经错乱者、久病不愈者，被认为是当萨满的征兆

。学习当萨满者，要学会祭神的祷词，熟悉萨满宗教活动的



内容。最后考试时，跳得神智不清，才被认定这是萨满“神

灵”已附体，这才取得进行宗教活动的资格。 萨满的宗教活

动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声称“消除灾祸，

保佑人的安全”，为祭家消除灾祸。第二，声称“为病人祭

神驱鬼”，这是萨满经常性的宗教活动。第三，声称能“祈

求生产丰收”。不同地区的生产活动方式不同，祈求生产丰

收的宗教活动的形式也不同。 萨满向每一种“神”祈祷，都

有不同的祷词。祷词中有各种“神”出身历史、丰功伟绩以

及这位神仙的性情爱好等，从而使每一种神都有了各自不同

的“高大形象”。祭祀不同的“神”都有不同的祭祀方式。

有的“神”在白天供祭，有的“神”必须在夜间供祭，有的

“神”需在室内供祭，有的“神”必须在野外供祭，有的“

神”喜欢猪、羊、牛等家畜，有的“神”则喜欢飞禽或鱼类

。供品一定要适合“神”的不同口味，供错了不但不灵，还

会引起“神”的愤怒，带来灾难。萨满的宗教活动不仅使萨

满教的内容更加复杂化。而且使各种“神”的形象也定型化

了。 生活习俗满族的传统建筑形式是院落围以矮墙，院内有

影壁（照墙），立有供神用的“索罗杆”。住房一般有东、

中、西三间，其中东、西两间为正房，门向南开。西间称西

上屋，设南、西、北三面炕，以西炕为尊，俗称“万字炕”

，供有祖宗神位，西墙上有祖宗神板。 满族人的主食一直到

现今，除食用大米和白面之外仍然保留了传统的食品和制作

方法，主要有玉米、高粱、小米、大黄米、大豆、小豆等。

满族人喜欢吃面食，传统主食有停悸、煮饽饽（饺子）、米

饭、林米水饭、高粱米（休米）豆干饭、豆糕、酸汤子等。

尤其喜欢吃粘食和甜味食品，如饽饽、年糕等。流传至今的



“驴打滚”、“萨其玛”、“绿豆糕”、“凉糕”、“豆面

卷子”、“牛舌饼”等都是满族传统点心。火锅、全羊席、

酱肉也是满族人传统吃肉方法。酸菜是他们喜欢的素食，或

炒，或炖，或凉拌。逢节庆日，满族人都吃饺子，阴历除夕

年饭必吃手扒肉。 满族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原来一般实行族

内等级婚，后来限制放松，可与汉族通婚。自古以来，满族

不兴早婚，没有类似“指腹婚”、“娃娃婚”等童婚。男女

年龄到十六、七岁，即可订婚、结婚。婚姻由父母包办。订

婚前，男家主妇可到女方家观看女子容貌，寻问年龄等，如

果合意，就可放小定（即订婚礼品）。相会时，往往采取不

公开的方式，只说某月某日有朋友到女方家拜访。以免婚姻

未成留下不好的印象。有些地方，当男方主妇看中某家姑娘

，便征求儿子的意见，再请媒人带一瓶好酒去女家求婚。女

方父母要向媒人了解男方的姓名、年龄和家庭状况，特别要

详细询问男家祖籍和三代的经历。以弄清男家的门第，这与

清代满族婚姻重门第而不计较钱财的习俗有关。媒人走后，

父母便对姑娘介绍男家的情况，说出自己的意见。男方请媒

人到女方说亲，先后要去三次。每次都携带一瓶酒，到第三

次才能知道是否成功。所以有句话“成不成？三瓶酒”。如

果成了，女方父母向男方要彩礼：猪、酒、钱、衣服、首饰

等。男方送的彩礼，全部收为姑娘的财产。结婚时，婚礼要

在南炕上坐帐一日，称为“坐福”。晚间在地上放一桌子，

桌子上放两个酒壶和酒盎，新郎新娘手挽手，绕桌子三圈后

饮酒。炕上点燃一对蟓烛，通宵不熄，外屋一人或数人唱喜

歌，名曰“拉空家”，或有人用黑豆往新房里撒。热闹一两

个小时后自散，三日后新娘回娘家。 服装特色历史上满族男



子多穿带马蹄袖的袍褂，腰束衣带，或穿长袍外罩对襟马褂

，夏季头戴凉帽，冬季戴皮制马虎帽。衣服喜用青、蓝、棕

等色的棉、丝、绸、缎等各种质地的衣料制作，裤腿扎青色

腿带，脚穿棉布靴或皮靴，冬季穿皮制乌拉。顶上留辫子，

剃去周围的头发。 女子喜穿长及脚面的旗袍，或外罩坎肩。

服装喜用各种色彩和图案的丝绸、花缎、罗纱或棉麻衣料制

成。有的将旗袍面上绣成一组图案，更多在衣襟、袖口、领

口、下摆处镶上多层精细的花边。脚着白袜，穿花盆底绣花

鞋，裤腿扎青、红、粉红等各色腿带。盘头翅，梳两把头或

旗髻。喜戴耳环、手镯、戒指、头簪、大绒花和鬓花等各种

装饰品。 满族男女都喜爱在腰间或衣服的大襟上挂佩饰。男

子有火镰、耳勺、牙签、眼镜盒、扇带。女子有香囊、荷包

等。大多用绸缎缝制，花色品种繁多，制作精美。入关以后

，满族旗袍已在中国妇女中通用。节日传统节日主要有春节

、元宵节、二月二、端午节和中秋节。节日期间一般都要举

行“珍珠球”、跳马、跳骆驼和滑冰等传统体育活动。 1、

颁金节：是满族“族庆”之日。1635年农历10月13日，皇太

极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女真”为 “满洲”，这标志着一

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1989年10月，在丹东“首届满族

文化学术研讨会” 上，正式把每年的12月3日定为“颁金节”

。 ? 2、上元节：即正月十五日，俗称“元宵节”。同汉族一

样，满族也有元宵挂彩灯和吃元宵的习俗。  ?走百病：满族

妇女的节日。一般在正月十六日。当晚，妇女们三五成群，

结伴远洲，或走沙滚冰， 或嬉戏欢闹，叫做“走百病”。 ? ?

3、二月二：俗称“龙抬头日”。当日晨，满族人家把灶灰撒

在院中，灰道弯曲如龙，故称“引龙”。 然后在院中举行仪



式，祈求风调雨顺。全家人还要吃“龙须面”和“龙鳞饼”

。妇女们这天不能做针线活。 4、清明节：上坟祭祖时不像

汉族纸钱后在坟顶上压钱，而是在坟上插“佛朵”。“佛朵

”是满语，译为汉语为“柳”或“柳枝”。根据满族信仰，

柳是人的始祖，人是柳的子孙，为表明后继有人，要在坟上

插柳。 ?5、端午节：满族过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其风俗

与汉族相同。 ?6、中元节：满族以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也视

为超度亡灵的“鬼节”。届时，各处寺院设立道场，燃灯 念

经，要举行各种超度仪式。 ? 7、中秋节：满族人家过中秋节

也吃“团圆饭”。此外，月亮初升之际，还要供月。即在院

内西侧向东 摆一架木屏风，屏风上挂有鸡冠花、毛豆枝、鲜

藕等，为供月兔之用。屏风前摆一张八仙桌，桌上供 一大月

饼。祭时，焚香磕头，妇女先拜，男人后拜。 ? 8、腊八节：

满族人家腊月初八要泡“腊八醋”和煮“腊八肉”。除全家

人吃外还要分送亲友。 9、小年：满族过小年的习俗与汉族

相同。腊月二十三日为“小年”。届时家家户户要祭祀灶神

，俗称 “送灶王爷”。 禁忌室内西炕不得随意坐人和堆放杂

物；忌打狗、杀狗和忌食狗肉；不戴狗皮帽、不铺狗皮褥，

忌 讳戴狗皮帽或狗皮套袖的客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