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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

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群体成员共享的行为、思想和感觉的方式及其产品。朝鲜族文化也就是朝鲜族群
体成员共享的文化。朝鲜族文化的身份(identlty)与朝鲜族民族认同性有着直接的关联。
    《朝鲜族》的第一章介绍了朝鲜族先民迁入我国的移民历史和东北边疆的开发过程以及朝鲜族的族
称。其中朝鲜族族称部分的论述已被国家民委办公厅采纳，形成“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正确使用朝鲜
族族称的函”转发给了中宣部、公安部，以便“告知有关新闻媒体”正确使用朝鲜族族称。遗憾的是
由于受篇幅的制约，没能介绍朝鲜族的族源。第二章介绍了朝鲜族教育发展的历程，第三章、第四章
分别介绍了朝鲜族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第五章介绍了朝鲜族人民积极参加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
命斗争，用鲜血写下的英雄诗篇。第六章介绍了朝鲜族的人口分布及民族区域自治现状。最后一章选
择了l5位朝鲜族各界名人加以介绍。
    《朝鲜族》由黄有福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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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朝鲜族由朝鲜半岛到中国的移民史按其移民动机和性质，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17世纪的早期
移民；（2）19世纪后半叶的移民；（3）20世纪初的移民；（4）1920-1945年的移民。就各个阶段的移
民性质而言，17世纪的早期移民主要是被后金及清王朝军队掳掠来的战争移民；19世纪后半叶的移民
是属于寻找生计的灾民，所以可归类为自由移民；20世纪初的移民主流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流亡移民
。1920-1945年之间的移民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政策驱赶的移民。早期战争移民和自由移民的人数不
多，相反流亡移民和被驱赶的移民占中国朝鲜族移民的绝大多数。早期移民朝鲜族第一次大批迁入东
北，是在19世纪60_-70年代。1860-1870年间，朝鲜北部地区连年发生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挣扎在死
亡线上的大批饥民为了寻找生路，不顾封禁，纷纷迁人图们、鸭绿两江北岸，掀起了第一次移民浪潮
。据统计，1870年在鸭绿江北岸一带已有28个朝鲜族聚居乡。1881年（清光绪七年），延边朝鲜族居
民已有1万多人。1883年，在集安、临江、新宾等县的朝鲜族居民已有3．7万多人。同一时期，乌苏里
江沿岸一带也移人了为数不少的朝鲜农户。自由移民由于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
俄北京条约》，清朝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政府为了防御沙俄
的侵略，开始实行移民实边政策。1881年在珲春设立招垦总局，把图们江以北长700里、宽45里的和龙
峪地区划为朝鲜移民专垦区，设“越垦局”，管理垦民事务。清政府的这一措施，更便于朝鲜农民大
批移入东北地区定居。到1904年，图们江北岸地区的朝鲜人居民增加到5万余人。而1905年居住在鸭绿
江北岸的朝鲜族移民达4．5万余人。流亡移民1910年8月，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韩日合并条约》，
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不愿当亡国奴的朝鲜人民纷纷起来抗争，但是由于力量差距太悬殊，武装斗争
在朝鲜国内被镇压下去。有些义兵部队渡过鸭绿江和图们江，把根据地转移到中国东北地区。还有许
多不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的，或由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迫害而无法留在朝鲜的反日爱国志士及
革命家们陆继移居东北各地，掀起了以“反日复国”为目标的政治流亡移民浪潮。这一浪潮在1919年
朝鲜“三一”运动被日本军警野蛮地镇压之后再次达到高峰。被驱赶移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只用三个月时间就把中国东北地区沦为其殖民地。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把东北建
成其物资供应地，日本帝国主义在组织日本农民移至东北地区的同时，还强制朝鲜人移居中同东北。
据1940年8月统计，1937—1940年，日本以“集团开拓民”名义强制移民到东北各地的朝鲜农户就
达14725户。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在中国的朝鲜人数量已达216．5万。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不少
朝鲜人开始陆续返回朝鲜半岛。经过几年的人口变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趋于稳定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朝鲜族人口为111．1万人。为什么朝鲜族不能叫“鲜族”近些年来
，社会上有些人称呼朝鲜族为“鲜族”，甚至一些报纸杂志、电视等新闻媒体上也出现将朝鲜族称呼
为“鲜族”的现象。“鲜族”的称呼是日本军同主义强加给朝鲜族头上的侮辱性称呼。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使用对少数民族带有歧视性、侮辱性的称呼，但至今还有人以“鲜族”称呼
朝鲜族。这种称呼因为他们不明其真相，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年之所以称呼朝鲜族时删掉“朝”字，叫
“鲜族”，是因为不愿意在他们认为“劣等”的殖民地民族名称上看到比自己名称上的“日”更美丽
，更灿烂的“朝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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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是一个很有亲和力、感染力的语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里，提出
走近少数民族，是对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是对于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祝愿
。我们每一个民族都需要了解、认识我们的很多兄弟民族和外部世界，也很需要其他民族的人们也来
了解、认识我们的民族。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了解、理解，是人类认识世界当中不可缺少的方面，也
会对于我们各民族的和谐发展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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