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充文化知识材料
1．	 中国民族概况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情况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稳定下	
来的。

	 “中国”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当时有三个含义：第一，天子所居之城处于
中央，与四方诸侯相对，故称“中国”；第二，周在灭商之前，称周人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为“中原之国”，即“中国”，后来沿用了下来；第三，是指夏、商、周时融为一体的民族，以
夏为族称，所以“中国”又称“华夏”。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中原诸侯都称为“中国”或“华
夏”。秦统一时还称“九州”。魏晋时把“中国”与“华夏”两个词组合起来，称为“中华”。
后来，凡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不管是哪个民族，都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也称“炎黄子
孙”，因为中国人历来把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但在正式场合，一般还是称中华
民族。

	 现在的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根据2000年的统计，人口最多的是汉族，占全国总人口
的91.59％，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1%。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壮族，人口最
少的是珞巴族。

	 无论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还是在今天的飞速发展中，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为发展
中国的经济、创造中国的灿烂文化，共同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2．	 少数民族地区分布特点

	 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区分布，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分布地区广，占有面积大。中国有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五个少数民族
自治区，绝大多数省、市也都有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少数民族最多的省是云南省，那里居
住著35个民族。

	 第二，大杂居，小聚居。中国90%上是汉族人口，各个少数民族地区都居住着相当数量的
汉族人，即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也生活着不少汉族人。比如，回族在全国
有865万人，聚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仅有100多万人，还有100多万人聚居在西藏自治区，其
余500多万人则是散居在全国各地。藏族在全国共有460万人，有100多万人居住在西藏，其余
300多万人则分别居住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的这一特点，反映
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是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	
基础。

	 第三，资源、物产十分丰富。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大都是高原、山脉、草原、森林地
带，地域广阔，矿藏丰富，畜牧业发达，农作物种类很多。新疆石油资源十分丰富。内蒙古铁矿
非常丰富。内蒙古、宁夏是中国粮食作物的重要产地。新疆是中国棉花的重要产地。广西是甘蔗
的重要产地。西藏盛产青稞。云南、海南盛产热带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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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少数民族文化

	 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但只有21个民族有本民族的文字。

	 中国的少数民族一般都信仰宗教，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有10个民族：回族、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族、乌孜别克族等。信仰喇嘛教或佛教的有7个民族：藏族、蒙古
族、土族、裕回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部分苗族、彝族人信仰基督教。还有的少数民
族保持着原始自然崇拜的多种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巫(wū)教、萨满教等，如独龙
族、怒族、佤族、景颇族、高山族、鄂伦春族等。

	 各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很不一样，表现在穿戴、饮食、居住、婚丧、嫁娶、节日、娱
乐、禁忌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在穿戴上，一看服饰就知道是哪个民族。另外，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
的“开斋节”、藏族的“藏历年”、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很愿意
去少数民族地区旅行，观赏各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风土人情和山川景色。

	 在文化艺术方面，各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的本民族文化，包括诗歌、神话、传说、音乐、
舞蹈、雕刻、绘画等。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彝族撒尼人的长
篇叙事诗《阿诗玛》等，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也一直保持着密切
的文化交流，中外知名的敦煌、云岗、龙门三大石窟，以及克孜尔千佛洞，都是少数民族与汉族
人民共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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