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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起源汉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

的，而且既有丰源又有支源。(1)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

。夏民族和周民族与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

系。(2)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苗蛮集团是汉族的第一个支源。发展

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比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

支源之一。(4)百越集团是议族的第二个支源。百越集团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从而成为

汉族的又一支源。(5)戎、狱集团是汉族的第一个支源。(二)

汉族的形成汉族的形成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

蒋到民族的发周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

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

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

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汉族称

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

但是秦王朝短命，“秦人”的称呼很快被遗忘了。而汉王朝

前后长迭400多年，汉王朝囿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

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

“汉人”。于是，其他民族便用“汉”称呼华夏民族。汉族

之名自汉王朝始。(三)汉族的发展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的统计，汉族人口11594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1. 59％。汉族

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四)



汉族的分布 汉族主耍聚居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

辽平原；在边疆地区则多与少数民旌交错杂居，另有数千万

人口散居世界各地。二、汉族的传统节日汉族市日主要有：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廿、中秋节、重阳节等。(一)

春节春节俗称“新年”，即农历正月初一，是一年中最盛大

的节日。除夕吃团圆饭，俗称“年夜饭”。春节期间主要活

动是“拜年”。长辈一般要给后辈若干“压岁钱”，男女老

少均穿新丧，盛装打扮。(二)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日，是巾

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正月为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

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

柑”，叉称为“上元节”，也称为“灯节”。(三)清明节清

明节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后来演变为节日。清明节又称踏

青节。清明节除扫墓祭祖外，古代民问还有放风筝、荡秋千

、踢毽于、蹴鞠(即踢足球、打马球)等活动。(四)端午节农历

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

端五、重午、午日、夏节。端午节有悬钟馗像、挂艾叶菖蒲

、赛龙舟、吃棕子、佩香囊等习俗。(五)中秋节农历八月十

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正值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

被称为中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

明亮，所以叉称为“月夕”、“八月节”。中秋节的主要习

俗是吃团圆饭、吃月饼、拜月赏月等。(六)重阳节农历九月

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九”定为

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几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

重九。在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成为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节日。三、汉族的禁忌汉族多在

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



节三天只需回锅。认为熟则顺，事则逆。在妇女生育期间的

各种饮食禁忌较多。如忌食兔肉．禁食鲜姜．忌食狗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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