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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地区是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

文化板块。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东北地区走出了一条有其自身特

点的发展道路。“东北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历史特征”课题组通过分析东

北地区社会结构与地域文化的特点，探索东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特点、

问题和趋势。 

     一、东北社会结构的历史特点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东北社会结构表现出资源依赖性、迁移性、

间歇性和断裂性的发展特点。 

     （一）东北社会的资源依赖性 

     东北地域辽阔，120万平方公里，现在人口达到了12000万。但在几千年的历

史当中，东北地域始终是地广人稀。广义的东北包括大兴安岭以东，山海关以

北。在历史上，东北以渔猎和游牧为主。到近代以后，东北的经济格局发生变

化，游牧、渔猎退居其次，农业和工业逐渐占了主体，到今天东北仍然是中国的

工业和农业大省。比如吉林省的土地面积187400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1/50，

而拥有的耕地占全国的1/25，生产的商品粮占全国的1/10，储备粮占全国的1/5，

出口粮食占全国的1/2。黑龙江的粮食生产规模比吉林稍大一些。东北农业非常发

达，原因就是资源优越。东北的土壤非常肥沃。东北历史开发短，资源消耗少，

自然条件好，所以农业发达。 

     东北工业有资源依赖性。东北的矿产资源丰富，东北工业基本是资源型工

业。东北工业在全国占比重最高的时期当在20世纪40年代，据1943年调查统计，

东北煤产量2532万吨，占全国煤产量49.5%；发电能力107万千瓦，占全国78.2%；

生铁产量171万吨，占全国87.7%；钢材产量49万吨，占全国93%；水泥产量150万

吨，占全国66%；铁路1.4万公里占全国1/3；公路10.8万公里，占全国50%。黑龙

江的优势产业是石油、煤炭、林业、农业。吉林省现在三大支柱产业，汽车、石

化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什么能有石化，因为扶余还有油田。辽宁的优势产业是

装备制造、钢铁、煤炭等产业。东北的农业和工业基本都是资源性的。所以东北

经济就有很强的资源依赖性。 

     （二）东北社会的迁移性 

     东北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种流动从历史到今天还没有完结。东北社会迁

移性非常强，因为东北的原始居民都是游牧和狩猎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流动

性非常大。东北的游牧渔猎时代，结束于清末中原农民向东北的大规模移民垦

殖。清初至中，中国人口由1亿猛增到4亿。鸦片战争后，天灾人祸，中原农民流



离失所，引发了中原人口向东北的大迁移。清军入关前，东北人口在100万以上。

1819年，全国人口30126万，东北人口223万，占全国人口的0.74%。1910年，全国

人口36782万，东北人口2158万，占全国人口的5.86%。1949年，全国人口54167

万，东北人口3854万，占全国人口的7.0%。1957年，全国人口64653万，东北人口

5120万，占全国人口的7.9%。2000年全国人口129374万，东北人口10655万，占全

国人口的8.2%。由此可见，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呈总体上升趋势，其增长

速度远远高出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大量外来人口及其后裔，是东北人口的主

体。 

     （三）东北社会的间歇性 

     东北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发源地。其文化渊源可以上溯到兴起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上古时期，殷

商民族和东夷文化就起源于东北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历史上，东北民族曾先后六

次南下中原，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公元前19世纪前后，东北民族第一次南下中原。殷人起自东夷，自辽西越过

燕山，进入华北平原，建立商朝，控制了中原500余年。公元4世纪，东北民族第

二次南下中原。鲜卑人为东胡之后，起源于大兴安岭东麓，南下中原，建立了诸

燕、诸魏和北周政权。386年，鲜卑拓跋圭建立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至581

年，北周宇文氏政权为隋所灭，鲜卑人控制中国北方195年。10世纪，东北民族第

三次南下中原。契丹人起源于西辽河流域。907年，契丹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至

1125年为金所灭，辽朝控制长城以北凡218年。12世纪，东北民族第四次南下中

原。女真人起源于松花江流域。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至1234年为蒙古

所灭，金朝控制中国北方凡109年。13世纪，东北民族第五次南下中原。蒙古人起

源于大兴安岭，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至

1368年为明所灭，元朝控制北方并统治中国凡134年。17世纪，东北民族第六次南

下中原。满族为女真之后，起源于长白山区。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

与明朝分庭抗礼。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军入关，至1911年辛

亥革命清朝灭亡，统治中国凡267年。 

     综上所述，在中国历史上，东北民族6次南下，影响并统治中国长达1400余

年。自夏以来，中国有国家政权的历史竟有1/3的时间由东北唱主角。东北各民族

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古代中国的繁荣和强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间歇性的发展是游牧渔猎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东北的地理

环境，东北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东北古代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三位一体，互相制

约的。东北南部是辽河平原，东部是长白山区，西部是草原地带。与之相应，居

住在辽河流域的汉族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属于农业社会；居住在长白山区的通古

斯（肃慎）语族各民族主要从事渔猎经济，属于渔猎社会；居住在草原地带的蒙

古（东胡）语族各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经济，属于游牧社会。辽河流域是中原的农

业社会与东北游牧渔猎社会的结合部。中原王朝强大时，辽河流域就成为中原农

业社会向东北扩大的桥头堡。西部草原是蒙古草原向东的延伸。从蒙古草原翻越

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只是一道低缓的山峦。大兴安岭以东是水草肥美的草原。所

以，大兴安岭东西两麓的游牧民族极易相互融合，形成足以和中原抗衡的强大民

族。匈奴余部融于鲜卑。突厥余部融于蒙古。契丹余部亦融于蒙古。这样，东北

的社会发展就与长城内外各民族的发展紧密粘合在一起。 

     农业社会和游牧渔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与相互冲突，成为东北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传统矛盾。游牧渔猎社会为农业社会提供畜力工具和御寒的毛皮，农业社会



 

则为游牧渔猎社会提供盐茶和纺织品。这是相互依存的一面。游牧渔猎民族的迁

徙性又与农业民族相互冲突。游牧渔猎民族逐水草而居，随季节南北迁移。农业

民族定居垦殖，必然为保护财产而抗阻游牧渔猎民族的迁移袭扰。由于游牧渔猎

民族以骑射为本，全民皆兵，骁勇善战，具有很强的尚武性，在与农业社会的冲

突中，往往在军事上占上风。每当中原王朝积弱、内讧或分裂，东北和北方的游

牧渔猎民族便会踏破长城，入主中原。 

     由此导致了东北的间歇性和循环性发展。每当游牧渔猎民族取得可喜的发展

成就，还没来得及向更高的社会阶段飞跃，他们就被吸入中原，或作为臣民被同

化进农业社会，或作为征服者被同化进农业社会。他们在草原和森林中的故乡逐

渐荒芜，成为孕育下一个游牧渔猎民族重新崛起的摇篮。 

     综观古代社会，东北的社会发展走上了一条崛起，外迁，衰落；再崛起，再

外迁，再衰落的历史循环之路。社会发展呈现出间歇性的特点。总是一个游牧民

族，或是一个渔猎民族，在草原林莽间倏忽崛起，然后浩浩荡荡越过长城，逐鹿

中原。他们一旦成功，则倾巢南迁，其故乡又回复到天苍野茫林海雪原的原始状

态。所以，东北人的“驿动的心”，一次又一次“终点又回到起点”。 

     （四）东北社会的断裂性 

     什么叫“断裂性”呢？东北的社会结构不是一体化的，各个部分之间黏合、

衔接得不好。原因就是东北地区的原始文化是游牧、渔猎文化，还没有进入真正

意义的农业社会。可是东北是跨越式进入的工业化社会，殖民者来了，迅速带来

了城市和工厂。然后新中国成立，“一五”、“二五”又把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

来建设，东北迅速进入工业。严格地讲，东北属于还没有告别游牧、渔猎的时候

就进入工业了。当时东北社会鄂伦春人还在大兴安岭里狩猎，蒙古族还在草原上

放牧。这个时候长春、哈尔滨、大连、沈阳、齐齐哈尔、吉林、抚顺、鞍山都成

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所以东北社会是断裂的，牧民骑着马看着草原上烟筒冒烟，

他们和这个烟筒没什么关系。东北的农民在北大荒上种苞米，他们和城市里的机

器没什么关系。所以东北的农民是纯农民，工人是纯工人，知识分子是纯知识分

子，干部是纯干部。这个社会不是很协调的一体化。 

     以农民为例，东北的农民和关内、南方的农民不能同日而语，其中一点，东

北缺少民营经济。东北老喊“全民创业”就是创不出来，东北的农民出去打工占

比例很低，为什么？就是东北的农业条件好，资源丰富，东北这个地方风调雨

顺，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东北农民只要种地就能活人。但到了浙江、江苏那

一带就不行了。江苏现在是7625万人，1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743

人，人均耕地1.07亩；浙江是5060万人，10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497人，人均

耕地0.73亩。东北三省每平方公里138人，人均耕地3.09亩。南方因为没地可种，

农民就得离开土地，离开土地的农民怎么活？第一步就是从事手工业，农民的生

产资料是土地，没有土地就什么生产资料都没有了。有了手艺能开作坊了，就有

了原始积累，最后就变成了商业。与南方相比，东北农民还未经过手工业和商业

化阶段，停留在纯农民阶段。 

     东北要振兴，既要在经济上做文章，还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做文章，也要在

社会改造上做文章，改造东北社会结构的资源性、迁移性、间歇性、断裂性，使

之适应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形成一种依靠自主创新、开拓进取的新型社会

结构。 

 



     二、东北文化的特点分析 

     

任何文化都是人的活动的积淀，都是历史熔铸的结果。东北社会结

构的特点，熔铸了东北文化的自然主义、英雄主义、群体主义的鲜明特

征。 

     （一）自然主义的文化特征 

     由于东北社会的资源依赖性结构，东北文化具有很强的原生态性。东北人穿

靰鞡鞋，戴狗皮帽，吃大锅炖菜，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些习俗充分体现了东

北寒冷、蛮荒的地域特点。东北人唱以俗语为主的二人转，说歇后语，语言生动

幽默，体现出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这一切与早期移民的

低文化程度、拓荒者与自然的亲近性、靠山吃山的依赖性有密切联系。由于资源

丰富，东北生存压力小，生活方式悠闲，社会惰性强。由于地广人稀，开发晚，

自然环境未被严重破坏，故风调雨顺。农民习惯于一年种一季庄稼，靠山吃山，

一年闲半年，喜娱乐而不吃辛苦。东北开发较晚，资源富饶，故经营粗放，农业

长期依赖黑土地的肥沃和地广人稀，缺乏发达的灌溉系统和精耕细作。工业则偏

重林矿等原料生产，缺乏精细加工能力。 

     这种自然主义的文化传统甚至影响到东北的地名。除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

外，大量地名留有早期低文化水平移民痕迹的特征。如用头道沟、二道沟、三道

沟，直到二十三道沟，来命名鸭绿江的北岸支流；用幺站、二站、三站，直到十

八站，来命名从齐齐哈尔到漠河的驿站道路；还有一间堡、两家子、三间房、四

马架、五棵树、六道沟、七里营、八面城、九道岭、十人班，张家油坊，李家粉

坊、王家烧锅等村落名称，其纯朴形象，常令人忍俊不禁。 

     （二）英雄主义的文化特征 

     东北的英雄主义文化体现为游牧渔猎民素有尚武精神、移民的自由精神和开

拓者的抗争精神。由于东北的农耕社会是自南而北地嵌入的，嵌入的方式又是分

散、自发的，因此，东北的农耕社会是在游牧渔猎社会的包围下逐渐形成的，在

许多方面受到游牧渔猎社会的影响。首先，从生产方式上看，以农耕为主，以畜

牧为辅，农闲时兼渔猎。其次，大量使用马匹，用来耕地、运输，农民多善骑

马。再次，曾多数拥有武器，好斗尚武。1931年9·18事变，日本军队侵占东北。

几乎一夜间，东北组织起30万人的义勇军，与日本军队浴血奋战。1936年，由于

日军强迫农民收缴武器，导致已习惯佩有武器的农民举行了著名的“土龙山暴

动”，打死了一名日本大佐，组成了一支上万人参加的抗日军。时至今日，在东

部山区和西部草原，这种农牧渔猎兼营的特点仍然存在。 

     东北东有莽莽林海，西有辽阔草原，冬有狂风暴雪，地有高山大河，兼之开

发较晚，土地蛮荒，地广人稀，空间广阔，养成了一种粗放豪爽、放任不羁的英

雄主义文化性格。东北人吃的是大饼子，大葱蘸大酱，过的是大山大河，说话大

嗓门，大姑娘大小伙子大叔大婶大哥大嫂，睡的是大炕，做起事来大手大脚。东

北人爱国爱乡，坚持抗战十四年。杨靖宇战死不投降，魏拯民饿死不下山。三下

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一直把红旗插到五指山天涯海角。抗美援朝，吉林

省出的志愿军烈士，在全国各省排第三，仅次于山东、四川，而吉林省人口仅居

全国第21位！不肯低头的英雄主义，是东北文化的骄傲。 

     （三）群体主义的文化特点 

     由于背井离乡、孤立无援的相同背景，移民文化具有普遍的亲和性与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的文化包容性。历史上的多样性、过渡性、中介性和融合性，形成



了东北文化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东北大地多民族交汇，多样式文明合流，作为

主要居民的汉族来自祖国各地。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使得人们不得不习惯于同

各种不同人群交往，大批量离乡背井的人涌入陌生的土地，使人们无法原封不动

地移植故里的文化，不得不接受、学习各种不同的文化。大量外来人口向满族学

习渔猎，向蒙古族学习放牧，向朝鲜族学习种植水稻，向汉族农民学习种玉米，

向城市里的工人学做工。久而久之，养成了东北文化不排外，不欺生，热情好

客，乐善好施，善于交往的传统。 

     东北社会由渔猎、游牧、移民社会融合而成。这三种类型的社会都注重社会

团结。渔猎、游牧社会流动迁徙性强，军政生产合一，社会团结程度高。另一方

面，东北工业化进程开始较早，工业化程度较高。作为老工业基地，相对较早地

接受了先进生产方式的洗礼，组织纪律性强，同样注重社会团结。组织纪律性

强，注重团结合作的社会交往习惯。故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除“文化大革命”

期间全国性动乱派性外，东北社会形势相对稳定，注重人和风气较浓。 

     外来移民无依无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亦注重社会团结。东北

的群体主义不同于中原的群体主义。中原的群体主义是以家族为背景，东北的群

体主义是以江湖为背景。东北人离乡背井，没有家族作后盾，只有靠个人通过同

乡、偶遇、知遇或救命之恩来建立和扩大社交圈。所以，无家族无亲属性的孤独

感促使人们注重社交，重朋友讲义气，个人的社会地位往往不取决于个人奋斗的

成功，而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平衡。久而久之养成了不重规则重人情，不计效益重

礼仪，不重个人能力重关系网的惰性。 

     回顾东北的发展历程，创业问题贯穿始终。每一次大的历史转折，都展开了

一幅创业的壮阔画卷，都体现了东北历史间歇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发展特征。早

期移民“闯关东”，闯出了一个农业社会，把东北建成了祖国的粮仓。他们背井

离乡，披荆斩棘，风餐露宿，把千里荒原开发成肥田沃土。支撑他们的是那种生

存的渴望，开拓的精神。建设工业基地，各路人才听从党的召唤，从祖国的四面

八方来到东北，或伐木开矿，或屯垦戍边，起厂矿于林海，筑广厦于荒野。电影

《创业》充分展示了他们艰苦创业的宏伟历程。一种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

主义的气概推动着他们不屈不挠。体现出一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于今，第二次创业的序幕已经拉开。振兴东北，顾名思义，无论是与历史相

比，还是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在当代的发展中相对落伍了。在用新型工业化取

代传统工业化，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东部地区走在了前列。他们

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大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自主创业。作为创业者的后代，

扪心自问，无论是闯关东的精神，还是建设新中国工业基地的创业精神，那种冒

险犯难，不屈不挠的创业热情，能否在东北人身上再现？能否唤起东北人那种求

实创新，积极进取的不甘人后的激情？ 

     黑格尔说过，历史是由两条经纬线构成的，“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

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欲振兴东北，必先振奋精

神。从传统工业社会转向新型的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种跨

越历史时代的大转折，需要用新的时代精神支撑。面对新的时代要求，仅有求生

存、历艰险的闯关东精神，仅有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是不够的。建设

新型工业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第二次创业，需要一种新的创业精神。

要打造新的创业精神，在发展中弘扬和改变传统的地域文化。（邴正 吉林省社科

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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