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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考察
田烨

（河南大学 民族研究所，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少数民族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相对于少数
民族集中聚居地区，河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较小，居住地域比较分散，在与汉族

长期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过程中，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并吸收了部分汉族文化，

从而与集中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有所差别。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主要包括回族文化、蒙古族

文化、满族文化等。在国家和省政府的政策扶持下，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业已得到重视，成立

了少数民族文化社团，建立了少数民族文化名人人才库，举办了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化活动，为少数

民族文化发展提供经费支持等，但经费投入还相对不足，少数民族文化社团建设和工作体系建设有

待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河南省少数民族

文化是推动中原文化建设的重要优势资源，发展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推动河南省少数民族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中原地区全面发展的需要。为此，要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文化

发展资金投入力度，深入挖掘整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着力培养少数

民族文化人才队伍，以促进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民族文化；回族文化；蒙古族文化；满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Ｇ７５０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５．０６．０１０

　　民族文化是指某一民族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
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

能够体现本民族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我国

各少数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

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河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共计

约１４５万人，其中回族１２４１０８５人，蒙古族９１５４５
人，满族７５７５０人，其他少数民族４５１１０人［１］，是全

国散居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相对于聚居

地区，河南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较

小，居住地域比较分散。在与汉族长期相互交流和

相互学习过程中，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

上借鉴并吸收了部分汉族文化，从而与聚居地区的

少数民族文化有所差别。长期以来，学界对河南省

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方面，对少数民族

文化的研究略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拟在对河南省

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针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推动河南省少

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这对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一、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现状

２００９年７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强调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２］。河南省作为多民族的散

居地，其光辉灿烂的中原文化也是由中原地区各民

族共同创造的。

１．回族文化
河南省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原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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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结合的产物，经过上千年的本土化发展，既具有

伊斯兰文化特质，同时还具有中原地区的地方特质。

具体而言，河南省回族文化的发展现状主要体现在

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建筑文化。河南省回族建筑文化主要表现

在作为回族宗教和文化中心的清真寺的建筑风格

上。河南省现有清真寺近千坊，清真寺作为回族群

众进行宗教活动、举办婚丧事务等活动的中心场所，

对回族群众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３］受中原文化

的影响，河南省清真寺在恪守伊斯兰教建筑的一些

基本原则基础上，其建筑风格、布局、装饰等又别具

一格。从郑州、开封、南阳等地的一些清真寺来看，

其建筑风格充分吸收了中原地区传统建筑的特点，

兼有中阿清真寺的特征。在建筑布局上，清真寺皆

以座西向东为正，不同于中原地区传统建筑的座北

朝南布局；在具体设计上，大多数清真寺采用了四合

院式设计，这与中原地区传统建筑设计风格相似，不

同于阿拉伯的穹顶式设计风格。由于其独特的建筑

风格和历史文化，河南省辖区内承载回族文化的郑

州市北大清真寺、开封市东大寺、开封市祥符区朱仙

镇清真寺、沁阳北大寺等，现已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二是饮食文化。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

河南省回族群众以伊斯兰教及其教法规范为原则，

借鉴汉族和其他民族的饮食习惯，形成了颇具特色

的回族饮食文化。河南省回族群众主食以米、面、杂

粮为主，基本上和当地汉民相同，传统食品有油香、

三角、馓子等，油香有大小、甜咸之分。回族家庭若

有祭祀等重大活动，常制作油香并分赠亲友邻里。

开封地区回族群众在婚丧嫁娶和宗教仪式后，有办

“经堂席”（俗称“八大碗”）的传统，“经堂席”以牛

羊肉为主，深受当地回族群众的喜爱。此外，河南省

回族群众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些特色清

真食品品牌，如郑州合记烩面、开封马豫兴筒子鸡、

驻马店王守义十三香等。

三是体育文化。河南省回族群众有尚武健身的

习俗，不少清真寺都设有习武场，每日晨昏礼拜后，

一些回族群众便开始弹腿打拳，相互交流切磋演练。

广泛流传于河南省回族群众中的优秀拳种有查拳、

汤瓶七势、心意六合拳等。心意六合拳从清初开始

一直在河南省回族群众中流传，涌现出了马兴、马三

元、马梅虎、卢嵩高、吕瑞芳、于化龙等一大批心意六

合拳大师。心意六合拳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除武术外，河南省回族群众还经常从

事撂石锁、掷沙袋等传统体育活动。撂石锁项目长

期在开封市回族群众中流传，清代及民国时期，开封

曾涌现出周开元、沈少三等一些撂石锁高手。开封

回族石锁队代表曾在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大展风

采，多次获得一等奖，目前撂石锁项目也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是歌舞文化。河南省回族歌舞颇具特色，比

较知名的主要有槐店回族镇的文狮舞和项城市南顿

镇的回民秧歌。文狮舞流传于周口市沈丘槐店回族

镇一带，属豫东平原少数民族特有的民间舞蹈，具有

原生态的质朴美，主要在每年的春节、元宵节演出，

由狮子舞、麒麟舞、独角虎舞组成。沈丘县槐店回族

镇文狮舞历史悠久，在全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中也

独树一帜，２００７年文狮舞入选河南省首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项城市南顿镇的回民秧歌也是河

南省为数不多的回族民间舞蹈形式，常年活跃于城

乡的春节、开斋节或各种大型集会活动中，是一种民

间集体表演，２０１３年回民秧歌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五是节庆文化。伊斯兰教主要有开斋节、古尔

邦节和圣纪节三大节日。开斋节在伊斯兰教历１０
月１日，是河南省回族群众的盛大节日。伊斯兰教
历中９月为斋月，斋月期间，穆斯林只在每天日出前
和日落后各用一次餐，中间不吃不喝，禁绝一切饮

食，称为“把斋”或“守斋”，其目的在于体验生理上

的饥饿、干渴等磨难，培养对弱者的同情心。到教历

１０月１日斋戒期满，将举行庆祝斋功完成的盛会，
这一天即开斋节。开斋节当天回族群众早早起床，

然后沐浴、燃香，接着到清真寺开展宗教活动，聆听

教长讲经布道，还要制作馓子、油香等传统食品。古

尔邦节为伊斯兰教历１２月１０日。古尔邦节也是伊
斯兰教的重大节日，在节前河南省回族群众先把房

屋打扫得干干净净，节日当天，回族群众在清真寺里

举行聚礼，听阿訇朗诵《古兰经》等教义。聚礼之

后，男子们开始互相拜节，妇女们则留在家里准备节

日食品以迎接客人。圣纪节为伊斯兰教历３月１２
日，是穆罕默德诞生和逝世的纪念日。节日当天，回

族群众穿戴整齐，到清真寺沐浴、更衣、礼拜，听阿訇

们讲述穆罕默德的历史和创建伊斯兰教等功绩。除

了庆祝伊斯兰节日外，河南省许多回族群众也过春

节、元宵节等节日，与汉族一样吃元霄，看花灯。［４］

在中原回族聚居的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回族同胞制

作的元宵；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许多回族同

胞也要制作月饼。

２．蒙古族文化
河南省的蒙古族多数是元朝蒙古皇室成员的后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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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少数是蒙古功臣的后裔。由于封建王朝复杂的

民族矛盾，居住中原地区的蒙古族群众为了生存，采

取了隐姓埋名的方式生活，将蒙古族姓氏改为汉人

姓氏，使用汉语和汉文进行交流沟通，逐渐失去了使

用蒙古语和蒙古文字的能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由于同姓不能通婚的原故，隐姓埋名的蒙古族

先人及其后裔大多与周围汉族通婚，母系基本上是

汉族，发展至今已经与汉族融为一体，接受了大量的

汉族文化，经济方面也同中原地区的汉族一样从事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多种经营，改变了蒙古族原有的

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和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

实施，以及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河南省许多隐姓埋

名的蒙古族群众开始确认其蒙古族身份。历史上河

南省蒙古族有八月十五不吃月饼、不过中秋节的习

俗，但现在这一习俗已经逐渐消失，不少蒙古族人也

开始过中秋节、吃月饼。

３．满族文化
目前在河南省留存的满族文化主要有武术文化

和舞蹈文化。其一，武术文化。河南省满族武术文

化主要有完式九节鞭、完式大洪拳，活动区域在满族

聚居村鹿邑县马铺镇完老家村一带。目前全国共有

女真（完颜）后裔 １１５９０多人，其中河南省共有
６６００多人，鹿邑县有５８３０多人，完老家村有３５００
多人，完老家村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完颜姓氏聚集

村。相传河南省满族武术文化完式九节鞭、完式大

洪拳由完颜宗弼（又名金兀术）创办，具有悠久的历

史，仅限于在家族中传承。［５］其二，舞蹈文化。河南

省满族舞蹈盛京舞流传于鹿邑县马铺镇一带。舞者

身着五彩旗袍，头戴高耸华丽的旗首（现多称为格

格帽），脚穿高底旗墩，手持团扇、手绢等饰物，踏着

节拍，欢快地舞动。目前，在完老家村传承人完颜芝

萍的影响和带领下，在马铺镇的镇南、镇北、蔡楼等

自然村，已组建民间舞蹈娱乐团体１０余个，参与人
员达１０００多人。以《盛京舞》《寸子步》等为主导
的民间娱乐舞蹈，成为许多群众喜欢、乐学、乐演的

经典舞蹈，并很快风靡马铺镇周边乡镇。［６］

４．其他少数民族文化
河南省的少数民族除了回族、蒙古族、满族外，

还有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土家族等５２个少数民
族，这些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为４５１１０人［１］。因此，

河南省的少数民族文化除回族文化、蒙古族文化、满

族文化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但由于一方面这

部分少数民族在河南省的人口较少，而且分布较为

分散，没有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群；另一方面

还存在作者搜集不全面、挖掘不深入等原因，因而对

河南省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总结尚不充分。

　　二、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就

及存在的问题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少数
民族文化工作，先后出台了一些扶持措施，有力推动

了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２０１０年７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繁

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提出了一些促进河南省少数民族

文化事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制定了繁荣发展少数民

族文化事业的八项政策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开展民

族文化宣传；大力开展群众性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切

实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加

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大力促进少数民族

文化产业发展；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体制

机制；保障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经费。２０１２年
９月，国家民委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的实

施意见》，提出要加强中原经济区少数民族文化建

设，积极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在实施有关文化工程中

加大对河南省的支持力度，保护与弘扬少数民族优

秀文化，支持河南省实施少数民族文化重点保护工

程，支持加强少数民族精品文化建设。［７］

１．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就
在国家和省政府的政策扶持下，河南省少数民

族文化发展业已得到重视。

一是成立了相关少数民族文化社团。为了进一

步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河南省建立了少数民族

文化社团。２０１１年成立了河南省民族书画院，隶属
于河南省民族团结发展协会，成员大部分是河南省

少数民族书画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办院宗旨是为了

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充分发挥各族

艺术家的特长，广泛团结热爱艺术事业的各界人士，

坚持“两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通过各种笔会、

艺术研讨、书画展览和艺术培训等活动，继承和弘扬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２０１４年
周口市沈丘县成立了由２０多名机关／社区退休干
部、学校退休文艺教师和广大文艺爱好者自发组成

的少数民族艺术团，其成员大多为回族。少数民族

文化社团的成立，为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

供了组织保障，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是建立了少数民族文化名人人才库。为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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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实施意见》（豫政办〔２０１０〕７９
号）和全省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河南省民

委按照个人作品获得过省级及省级以上奖励的标

准，对全省少数民族文化名人情况进行统计，建立了

全省少数民族文化名人人才库。截至２０１３年７月，
河南省共有少数民族文化名人１０８人，其中，书法绘
画７１人，摄影雕塑１２人，剪纸２人，戏曲１２人，文
学创作１０人，其他１人。少数民族文化名人来自河
南省各行各业的少数民族群众，有干部、工人、农民、

教师等。河南省民委计划今后每年对全省少数民族

文化名人进行统计，及时更新人才库，以进一步推动

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三是举办了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化活动。自１９８２
年开始，河南省每４年举办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现已举办７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成为河南省各族人民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大舞台、

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载体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重

要阵地。２００７年，河南省民委、省文化厅、省政协民
族和宗教委员会举办了首届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展，

收到来自省内外的作品９０７件，内容涵盖了书法、绘
画、摄影、剪纸、汴绣、烙画、根雕等，作品主要反映了

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场景及其独特的文化风貌。这些

少数民族文化活动的举办，对于促进河南省少数民

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是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供经费支持。河南

省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管理单位还提供经费，用于促

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２０１２年，河南省民委与省体
育局、省教育厅联合召开了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基地负责人和教练员座谈会，制定了《河南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管理办法》，下拨

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补助经费 １０万元。
此外，河南省财政曾拨付文物保护经费３００余万元，
专门用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相关工作。［８］

２．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虽然取得了重要进

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少数民

族文化发展由于不能得到稳定的资金投入，相关工

作缺乏可持续性，在政策落实、人才培养等方面也缺

乏有力支撑。二是少数民族文化社团建设有待完

善。少数民族文化社团在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

化、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无论是从数量上来看还是从质量上分析，河南

省少数民族文化社团建设都相对不足，需要采取有

力措施进一步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社团的发展。三是

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体系建设还有待完善。河南省有

一些民族乡镇、民族聚居村还没有建立民族文化馆、

民族文化站、民族文化大院等文化机构，一些少数民

族聚居的山区公共文化设施十分简陋，当地群众能

够享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十分有限。四是少数民族

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一方面，基层少数民

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比较薄弱，需要引起重视；另一

方面，河南省比较缺乏国内外知名的少数民族名家

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性人物，需要进一步加大培养

力度，创新培养方式。五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

流失严重。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中，河南省一些少数

民族的习俗和文化正在加速消亡，需要加大保护力

度，深入挖掘和整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技艺和民

间艺术后继乏人，亟需加大保护力度。

　　三、促进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

的一些建议

　　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是推动中原文化建设的重
要优势资源，发展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推动

河南省少数民族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中原地

区全面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促进河南省少数民族

文化发展，建议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１．加大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资金投入力度
针对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中存在的资金不

足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积极措施，扩宽投入渠

道，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领域。一

方面，鼓励民间资本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捐建或助

建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馆、民族文化站、民族文化

大院、民族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引导和鼓励

民间资金通过捐助机构、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

设施等形式参与少数民族文化服务；另一方面，采取

激励措施，对投入少数民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少数

民族文化旅游、少数民族民俗节庆活动等建设的民

间资金进行物质奖励或税收减免。此外，还可以设

立专项资金，鼓励并扶持民族城市区、民族乡镇、少

数民族聚居村开展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活动。

２．深入挖掘整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
与西北、西南、东北等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的

少数民族文化相比，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有着较为

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例如，河南

省清真寺的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族建

筑的特点，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和砖木结构

体系。与中原地区丰实厚重的汉文化相比，河南省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显得不够充分，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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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河南省少数民

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也比较丰富，深入挖

掘整理、保护和利用好这些资源，对于发展少数民族

文化产业、开展特色旅游、促进河南省少数民族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南省

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民俗活动、体育项目竞

赛，以及传统文艺等民族文化表演都具有较强的观

赏性。深入挖掘整理这些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并对

其进行产业化运作，不仅可增进各民族间相互了解

和认识，还可增强这些少数民族的自信心，促进这些

少数民族的发展。

３．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发展的程度是经济与文化融合的具体

体现，也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河

南省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是推动河南

省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大力培育、发展和壮大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变资

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既能促进河南省少数民族聚居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能传承、发展和弘扬河南省少

数民族文化。

河南省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近年来先后制

定了《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河南省建设

文化强省规划纲要（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关于加快文
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若干意见》等一批重

要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在税收、金融、土地、财

政、工商等方面给出了诸多优惠措施，为河南省少数

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

力的支撑。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有其鲜明的特色，

如回族、满族的舞蹈、武术，这些特色文化都可以通

过培育和扶持走上产业化发展之路。中原经济区建

设的深入发展，将对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

展产生带动作用，将给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带来巨

大的历史机遇。

４．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
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人才队伍建设是其根本。做好少数民族文

化人才队伍建设，是促进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发展

的关键环节，河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充分做好少

数民族文化人才培养工作。首先，应制订切实可行

的少数民族文化人才发展规划，将各级各类少数民

族文艺专业人才、文化经营管理人才和文化科技人

才发展纳入其中。其次，应完善少数民族文化机构

编制、人员配备、财政投入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切实

加大对民族城市区、民族乡镇、少数民族聚居村的文

化人才队伍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再次，应通过

设立民族乡镇、少数民族聚居村基层文化人才培养

专项资金，对本地少数民族文化人才进行培养，可以

与相关高校、相关文化团体开展合作。同时，还应通

过建立健全民族城市区、民族乡镇、少数民族聚居村

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专兼职骨干人员

业务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运用多种方式加大培训、

轮训力度，有计划地选送一批有能力、有特长、热心

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基层专兼职骨干人员进行学习

培训，全面提高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队

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新形势下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

作的能力，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只有拥有

一支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才能进一步发

展和繁荣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

总之，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原文化建设的重要优势资源。

发展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推动河南省少数

民族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中原经济区发展的

需要。河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充分认识发展河南

省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

推动和促进河南省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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