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晴朗的夜空下，山峦泛出蓝色的

幽光，而河流泛出的是乳色的幽光，山

环 水 绕 间 ，室 韦 村 如 一 颗 明 珠 静 静

闪耀。

连绵起伏的山脉环绕着村庄，春

夏青绿，秋日金黄，冬季银白，栖息着

麋鹿、紫貂、飞龙等上百种野生动物。

蜿蜒曲折的额尔古纳河绕村而过，为

室韦村注入了欢快的生命力，也带来

灵秀的生气。

小镇生活
惬意悠然

室韦村周边的山林里，白桦、樟子

松、落叶松随处可见。地处边境，汉

族、俄罗斯族、蒙古族等各族人民在这

里繁衍生息，经过数百年的融合发展，

今日的室韦村是各民族一同幸福生活

的美好家园。

在这里，时间似乎放慢了步调。

清晨的室韦村，额尔古纳河雾气

蒸腾，林间小雨淅淅沥沥，漫步村中，

似乎能嗅到微风带来的山中鲜花与青

草的味道。随着第一缕曙光弥散在雾

气中，一排排圆木叠垒的木刻楞被暖

暖的红橙色包裹起来，被渲染成金色

的云彩流动着。人们陆续起床，享用

当地特色的早餐，切开刚出炉松软的

大列巴，蘸上山间蓝莓做成的果酱，夹

上一口肉肠，悠然自得地品尝着自然

的纯净与历史的积淀。

在这座森林里的村庄，很难看到

寻常的砖瓦房，屋子大多是由木头搭

建的木刻楞，错落有致地立在道路两

旁，四方尖顶，有棱有角。木刻楞整体

由木楔加固，房檐、门檐、窗檐上，或雕

刻或彩绘着各类具有地域特色的花纹

装饰，尽显别样风情。

村民李国成家中，就有两座老式

木刻楞，其中一座有近百年的历史。

“现在木刻楞的屋顶都用铁皮加固，这

老房子的屋顶则保留了‘雨林板’，就

是 用 松 木 劈 成 1 厘 米 左 右 厚 的 小 木

板，一层层相互叠加镶嵌于屋顶，木板

之间看着有空隙，却能防雨、防雪、防

高 温 ，整 个 屋 子 冬 暖 夏 凉 。”李 国 成

介绍。

前些年，为了发展旅游，村民们

曾不断自建、改建木刻楞房屋，导致

传统建筑无法集中连片，影响整体观

感。“我们既要重视对传统建筑、传统

风貌的保护和修复，凸显历史文化价

值，也要满足村民的现代生产生活需

要。”蒙兀室韦苏木苏木达（乡镇长）

达富拉说，“为此，近年来我们重点恢

复传统建筑集中连片区，强化对古房

屋建筑的修缮管理，对文化遗产周边

环境进行整治，使传统村落的格局、

风貌以及周边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得

到基本保护。”

同时，额尔古纳市也编制完成了

《额 尔 古 纳 市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发 展 规

划》，对传统村落的人文历史、自然风

貌和各种原生态信息进行系统普查和

科学记录，逐一建立文化档案，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村落环境，并

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及地域环境特色，

使传统村落焕发新活力。

旅游观光
日渐兴盛

夕阳落山，月亮浮出湖面，夜晚的

室韦村十分热闹。四面八方的游客汇

聚于此，街道熙熙攘攘、行人如织，延

揽客人的吆喝声、载歌载舞的叫好声、

品尝美食的欢笑声，此起彼伏。木刻

楞里香味四溢，烤大串、炖牛肉、冷水

鱼、红菜汤、格瓦斯、伏特加……各类

美食饮品轮番上桌，浓浓烟火味给人

们带来满满幸福感。

在这热闹的木刻楞中，就有村民

韩贵芹的家庭游小院。2004 年，韩贵

芹一家成为室韦村最早一批发展特

色旅游的家庭户，在政府的资金支持

下，改造了住宿、餐厅。“那时全村旅

游刚起步，我们家一年也就接待一两

百人。”韩贵芹回忆。

随后几年，游人增多，民俗家庭

游成为很多游客来到室韦村的必选

项：在木刻楞中体验夏季凉爽，在主

人家的菜园子里采摘新鲜的蔬菜，尝

一尝当地人自制的果酱、西米丹……

韩贵芹一家也逐步扩建房屋、增加人

手 。“ 现 在 我 们 有 24 间 房 屋 ，红 火 的

时候，一年接待了游客四五千人，不

少 还 是 回 头 客 。”韩 贵 芹 脸 上 满 是

笑容。

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生态富氧

的自然风光，让室韦村成为各地游客

前往祖国北疆旅游的打卡地。游

人 们 或 在 团 结 广 场 ，品 尝 大 列

巴、牛肉干等特色美食，选购桦

树皮画、五金制品等民俗产品；

或在游船码头，登上游船，感受

额 尔 古 纳 河 上 的 清 风 ，欣 赏 蓝

天 、青 草 、碧 水 、白 云 ；或 在 马 场

里，握紧缰绳，策马奔腾，在马背上

肆意歌唱，体验草原的热情豪放；或

到村外不远处的奥洛契庄园，眺望林

海茫茫，穿越迷人花海，感受鸟语花

香与采摘瓜果的乐趣……

旅游的火热，令室韦村在近 20 年

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通过

发展农旅融合，延长产业链，让当地群

众参与就业、增加收入。”奥洛契庄园

负责人、室韦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田一民说。

“ 我 们 把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利 用 与

产 业 富 民 、乡 村 振 兴 、移 风 易 俗 、生

态 保 护 等 结 合 起 来 ，全 面 提 升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利 用 水 平 。”达 富 拉 介 绍 ，

如今室韦村已形成了民俗、生态、康

养 、观 光 农 业 等 百 花 齐 放 的 旅 游 发

展格局。

团结繁荣
景美人和

俄罗斯族村民于桂兰开办的家庭

游，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一群

来自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同时也是自己孙女史佳其的同学。“我

们这次来室韦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题，通过调研、座谈和理论宣讲等方

式 ，了 解 室 韦 村 民 族 团 结 的 相 关 情

况。”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

系团总支副书记吴靖梓告诉记者。

于桂兰成为同学们的第一位座谈

对象。“我们家里，我、老伴、女儿、儿子

还有孙女都是俄罗斯族，女婿是汉族，

儿媳妇是满族，一家三代人三个民族，

和睦相处、其乐融融。逢年过节，大家

聚在一起能吃到各自民族的拿手菜，

别提多美了。”于大妈边说边笑。

在室韦村，有汉族、俄罗斯族、蒙

古族等 9 个民族，各族群众以诚相待、

互相帮助，就像一个大家庭，而像于大

妈家这样的多民族“团结户”更是不在

少数。“多年来室韦村各族群众不断加

强交往交流交融，‘团结户’们的日子

幸福和美。”吴靖梓调研后感叹。

汉族村民潘乐杰，遇上家庭游游

客在自家住不下，就会推荐给周围的

俄罗斯族邻居们；他的邻居俄罗斯族

大妈考占英，碰上潘乐杰家忙活不过

来，也会来帮忙擦桌、端盘……“在我

们这里，不管谁家有需要，大家都会

去帮一把。”潘乐杰说。

“各族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要

联系我们，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比

如有的老人接待游客不太会用电脑，

也会第一时间来找我们帮忙解决。”

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室韦边境

派出所副所长高杰说。

今日的室韦村，景美民

富人和，团结和谐已成为

地区发展的主题，各族

群众共同团结进步，

共同繁荣发展，勾勒

出一幅风光美丽、生活

美好的动人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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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

枨枨

在室韦村，放眼望去，

满是一栋栋纯木质构筑的房

屋。屋子四四方方，墙体由一根

根横卧的实木叠垒而成，屋顶倾斜

呈三角形，覆盖着铁皮，这就是极具当

地特色的建筑“木刻楞”。在离室韦村

约 70 公里的额尔古纳市恩和乡，木刻楞

同样到处可见，在这里，居住着一位内蒙

古自治区级木刻楞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李祖庆。

“之所以叫木刻楞，是因为木头要用

刀斧锯刻出沟槽，房屋有棱有角。”李祖庆

自小生活在恩和，看着老一辈人建造木刻

楞，青少年时期跟随父亲和当地工匠学习

并 掌 握 了 木 刻 楞 的 建 造 技 艺 。 1992 年

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木刻楞中，带领

团队在周边乡镇建造木刻楞，一干就是

20 多年。

“ 我 们 这 里 冬 天 气 温 极

低，经常在零下三四十摄

氏度，如果房屋是砖瓦

结 构 ，碰 到 冻 害 、气

温急剧变化，土地

热胀冷缩、一冻一鼓，就会造成地基下沉、

房屋开裂。”李祖庆说，“木刻楞则是由一

根根木头构成，四角固定扣住，相当结实，

怎么抻也抻不开。”如今当地 95%的房屋

都采用木刻楞结构。

李祖庆一边比划，一边介绍木刻楞

的建筑方法：“盖木刻楞，首先要打好地

基 ，过 去 是 在 房 屋 四 角 垫 上 石 头 墩 子 ，

如 今 则 是 铺 好 石 头 、灌 上 水 泥 ；然 后 将

较 粗 的 木 头 放 在 最 底 层 ，四 根 木 头 一

圈 ，在 木 头 两 端 锯 出 卡 口 ，让 相 邻 木 头

相 互 咬 合 ；再 在 木 头 上 钻 出 孔 ，用 木 楔

子 加 固 ，一 层 压 一 层 叠 垒 在 一 起 ，完 全

不用钉子。”

除了牢固，木刻楞还有冬暖夏凉的优

点。这是因为每根木头间的缝隙填充了

当地常见的苔藓，垒一层木头垫一层苔

藓，可以防止漏风、调节室温。结实又舒

适，住上几十年也没问题。

20 多年来，李祖庆在周边乡镇盖了

200 多座木刻楞。“我们这里生活着 10 多

个民族的群众，大家都住在木刻楞里，团

结和睦、其乐融融。”老人笑道。

木刻楞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祖庆

草原上的木刻时光
本报记者 张 枨

■顺道游R

■走进传统村落R

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蒙兀室韦苏木，有一个充满民族

风情的传统村落—室韦村，它依山傍水，犹如一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于大兴安岭北麓、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这里，既能感受

到四季如画、河流缠绕的自然风景之唯美，又能体会到百年传

承、文化交融的人文历史之厚重，是旅游观光的绝佳之地。2013
年，室韦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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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

河的冰雪风光。

刘兆明摄（影像中国）

图②：身穿民族服饰的鄂温克居民。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图③、图④：传统木刻楞建筑上的

木刻图案。 刘兆明摄（影像中国）

图⑤、图⑥：传统木刻楞建筑上的

彩色装饰图案。

本报记者 张 枨摄

图⑦：远眺室韦村。

戚振林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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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亦伶

从室韦村一路向东行

驶 200 多公里，穿越大兴安

岭，来到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

克民族乡的使鹿部落景区。苍

翠的大树下，10 多只驯鹿顶

着一两米高、姿态各异的大

角，在山林间自在奔跑。

“敖鲁古雅在鄂温克语里

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这里

的鄂温克居民曾长期生活在大兴

安岭密林深处，是我国唯一饲养

驯鹿的民族，因此这里也被称为

‘驯鹿文化之乡’。”敖鲁古雅鄂温

克民族乡党委宣传委员吴丹介

绍，2022 年，当地举办了“认养一

头驯鹿”等活动，吸引了许多游客

前来。

2003 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

族乡 140 多户乡民由密林深处整

体生态搬迁至根河市西郊，但是

驯鹿养殖、民族服饰、特色手工等

传统文化依旧被完整保存下来。

为扩大驯鹿种群，敖鲁古雅

还建有驯鹿种群改良站，从科研

院所聘请专家为驯鹿引种改良。

现在敖鲁古雅有驯鹿养殖点 14
个、驯鹿繁育 1200 只左右。

莽莽密林
呦呦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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