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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AF_BC_c34_536728.htm 1、民族（广义）是指处于不同

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民共同体。（狭义）人们在一定的历

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具有共同语、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

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

共同体。 2、民族已确认的民族共有56个，其中人口最多的民

族是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是

壮族、满族、回族。人口最少的我族是珞巴族。高山族在我

国台湾省。 3、中国人口分布呈东南密、西北疏的格局。呈

现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格局。 4、

我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的是回族；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

份是云南，在那里居住着25个民族。 5、中国各民族，除汉族

、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余54个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大体上

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和印欧五大语系，共

有10个语族，16个语支，60多种语言。 6、民俗即民间风俗，

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

化。 民俗特征：A集体性 B传承性与扩布性 C稳定性与变异性

D类型性E规范性与服务性。 对待民族的风俗，我们都应该持

尊重期“保持和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的态度。入乡问

俗、入乡问禁、入乡随俗。 7、民俗分类： A物质民俗：人民

在创造和消费物质财富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带有模式性的活

动以及由这种活动所产生的带有类型的产品形式。包括生产

民俗、商贸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交通民

俗、医药保健民俗。 B社会民俗：亦称社会组织及制度民俗



，指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惯例。包括社会

组织民俗、社会制度民俗、岁时节令民俗以及民间娱乐习俗

。 C精神民俗：指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有关

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

伦理观念以及民间艺术。 D语言民俗：通过口语约定俗成、

集体传承的信息交流系统，包括民俗语言和民间文学。 8、

节日，又称岁时节日，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

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

动内容的特定时日。 中国岁时节日的最初选择与确立，是以

天文、历法的知识为基础的。 先秦时期，是我国传统节日的

萌芽时期，汉代是我国节日风俗的定型时期。 节日风俗的发

展与演变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的过程，社会、政治、经济、

战争、科技、文化等诸多因素都在起作用：A神话传说的嵌

入（七夕节）；B上层统治者的参与和提倡（元霄节）；C民

众历史情感在节日风俗中的积淀（端午节）；D宗教节日（

中元节）；E各民族节日风俗的融合（春节）。 节日按内容

分为：生产节日、祭祀节日、纪念节日、庆贺节日、社交游

乐节日。 节日的特点：A鲜明的农业文化特色；B浓厚的伦理

观念与人情味；C节日内容与功能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发展。 9

、汉族主要源于黄炎、东夷等部落联盟，同时吸收了周围的

部分苗蛮、百越、戌狄等部落联盟的成分而逐渐形成的。其

先民经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时已形成以“华”、“夏”单

称或“华夏”连称的族体，主要居住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广

大平原。汉代以后，周边各族即以“汉人”称呼中原人，遂

有汉族之称。 汉族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

汉族语言简称汉语，属汉藏语系。 10、春节俗称“年节”，



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始，1911年辛亥革命后，开始采用公历（

阳历）纪年，遂称公历1月1日为“元旦”，称农历正月初一

为“春节”。 11、元霄节的主要节俗是施放花炮烟火、张灯

、观灯、赏灯，故又称“灯节”。道教则称为“上元节”。

元霄节放灯火之俗始于汉武帝祀太乙神；佛教传入后，与佛

教正月十五“燃灯表佛”之仪融合。 12、《岁时百问》去：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到唐代，

玄宗于公元732年正式下诏将寒食、扫墓列入五礼之中，将寒

食节定在清明节前两日。清明节民间还有戴柳、踏青、游春

等习俗。 13、农历五月初五，是为“端五”或“重五”。由

于古人有在当日用兰草沐浴的习俗，故又称“沐兰节”。唐

宋时，此日又称“天中节”、“端阳节”。明清时北京人称

其为“五月节”、“女儿节”。道教称此日为“地腊节”。

14、中秋节人们借助各种象征团圆的节物与活动，表达一个

共同的心愿：祈愿家人团圆、生活美满。 15、回族是“回回

民族”的简称。“回回”真正形成一个民族是在明朝。回族

主要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

回族以善于经商而著称。回族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回族历史上著名人物有：七下西洋的郑和是回族航海家；回

族建筑学家亦黑迭（die）几丁设计的元大都，成为北京城的

刍形；回族天文学家札马鲁丁编制回回历，制作了浑天仪、

方位仪、天球信、现象仪等天文仪器。 回族的清真寺和民居

建筑基本上摆脱了阿拉伯和中亚建筑风格，采纳了中国传统

的殿宇式四合院为主的建筑式样，但布局和装修仍独具民族

风格。 教坊制度是回族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地域

性组织制度，也是回族聚居的社区制度。 回族少女戴绿色盖



头、媳妇戴黑色盖头、老妇戴白色盖头。 回族饮食禁忌：A

严禁食猪肉B不吃马、驴、骡、狗肉C不食用自死的动物以及

动物血D禁食一切凶猛禽兽的肉和没有鳞的鱼E禁食非经阿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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