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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凯编著的《中国满族》是“中华民族全书”之一，本书共十章，分别从满族的历史沿革、八旗制度
、地方镜像、信仰文化、习俗文化、民间艺术、建筑古迹、历史人物和文化资源来了解满族人民的勤
劳、勇敢、善良的精神面貌。
本书还叙述了满族的发展历史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本书还收入了大量有价值珍贵的历史照片
，使得本书具有历史厚重感和文化内涵。
本书充分展示了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满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满
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满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反应中国五
十六个民族——满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积极推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满族走向未来的团结进步
，着力加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满族面向世界的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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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吸收原清朝皇室的部分主要成员参与到国家政
治生活之中，一些皇室人员到政协任职。
1964年，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9年，爱新觉罗·
溥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
　　1981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凡
属少数民族，不论其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分，而申请民族成分的，都应当
予以恢复。
”其后，许多曾隐瞒满族成分，或者没有申报满族成分的群众纷纷自愿地恢复和改正，这样使得曾一
度呈现下降趋势的满族人口又开始迅速增长起来。
在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中，满族人口近270万人，1982年人口普查满族为430多万人，1990年人口普查
为980多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为超过1000万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中央政府批准，13个满族自治县及约200个满族乡镇在辽宁、吉林和河北
三个省份建立起来，满族拥有了自己的民族区域自治单位。
　　在日常生活习俗方面，当代满族已经基本上与当地的汉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但并非完全失去本民
族的某些传统，特别是在东北、河北、北京地区满族人1：3相对集中的农村体现得更为明显。
实际上，在文化上满族的“汉化”与当地汉族的“满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满族文化已经深深融人
到其居住地的地方性文化之中。
　　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满族对家谱极为重视。
满族的家谱记载了本家族的老姓、旗籍、世系、迁移等内容，大多数满族家族都存有世代递修的族谱
。
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的许多满族人家家谱被毁。
近年来很多满族人家重修家谱，特别是在满族聚居的乡村里，满族人家修谱、续谱的习俗得以重新恢
复和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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