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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小兴安岭里住着鄂伦春族，那是中国人
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是全国唯一合法持有猎枪
狩猎的民族，被誉为“北方游猎文化的活化石”。

我出生在祖国的东北黑龙江省黑河市，是鄂
伦春族后裔。祖先精骑善射，世世代代游猎在兴
安岭，穿兽皮，吃兽肉，住“撮罗子”。姥姥住在
小兴安岭刺尔滨河畔的中国狩猎第一乡——鄂伦
春族民族乡新生乡。

金秋，我和妈妈去探望姥姥。一路上看到累
累硕果挂满枝头，有红艳艳的山里红、黑油油的
稠李子、绿莹莹的山葡萄……刺尔滨河蜿蜒在深
山幽谷，青苔巨石掩映其间，白桦树高大挺拔，
丛林透露出原始和神秘。

我们见到姥姥时，她食指戴着铜制的布满小
凹点的指套，在狍皮上绣花，五色彩线在姥姥的
手中变成精美的工艺品，有蓝天上的朵朵白云，
有密林深处的鲜花。

看见我，姥姥急忙放下手中的皮活，高兴地
一下把我搂在怀里。一会儿，端来两大碗挂着白
霜的野生都柿。瓦蓝瓦蓝、又圆又大的都柿，把
我的舌头、牙齿、双手都染紫了。

我拽着姥姥的手看呀看，铜制的指套我没见
过。姥姥摘下来告诉我，这是鄂伦春族的顶针
儿，戴着它缝了许多“乌拉”（狍皮被）、“窝撒色
托恩”（狍皮褥子）、“灭塔阿温”（狍头帽子）、

“乌塔罕”（皮口袋） 等狍皮用品。我看见顶针儿
的小凹点已经不那么规则了，金色也不那么耀
眼，满载姥姥辛勤劳作的印迹。

姥姥带我和妈妈去岭上人博物馆，看她缝制
的“苏恩”（皮袍子）。我在博物馆里看到桦皮
船、猎刀、马鞍、简易撮罗子，还有野猪、雪
兔、狍子、熊等动物标本。姥姥指着展柜，对我
讲她怎么制作苏恩。

先用鞣皮工具鞣制狍皮，经过几道工序，鞣
制过的狍皮柔软耐用。再将狍筋晾干，用木锤砸成
纤维，搓成线。最后按身材割出狍皮，缝制苏恩。

在漫长的狩猎生活中，鄂伦春族妇女加工的
狍皮结实、柔软、轻便，制作出独特的鄂伦春族
服饰。最讲究的是苏恩，既保暖又精美。“皮罗苏
恩”（男皮袍子） 分为长短两种，长的到膝盖以
下，短则只到膝盖。长短皮袍均带大襟。为骑马
方便，除左右开衩外，前后也开衩。“阿细苏恩”

（女皮袍子） 上面绣有精美的图案、花纹和项圈。
姥姥制作苏恩的艰辛，我无法体会。看看苏

恩上襟、袍边、袖口镶的皮边，我觉得和汉族人
纳千层底布鞋有一比。手指用力将针和狍筋线穿
过几层狍皮，针无数次地上下飞舞，缝一针，用
顶针儿推一下，针脚细密、均匀。

我常常听妈妈唠叨，每件狍皮衣服都是鄂伦
春族妇女一针一针，用狍筋砸成纤维搓成的线缝
制的。我不信，今天开了眼界，针脚匀称，做工
精美。妈妈出嫁时，是姥姥为她缝制崭新的狍皮
服饰。

我眼前浮现出妈妈当新娘时漂亮的样子，头
戴“阿细阿温”（女帽），身穿“阿细苏恩”，脚蹬

“其哈密”（皮靴） 和“叨窝吞”（狍皮袜子），手
上戴着“撒尔巴黑”（五指花手套），身挎“乌贴
奇库迪”（皮包），服饰精美，古朴典雅。

遥想当年，在月光下的撮罗子里，姥姥盘腿
坐在火旁，手里拿着针，食指上戴着顶针儿，身
上放着还没缝好的嫁衣。她要用自己的手，把女
儿打扮成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那慈祥的目光
里，透着对女儿的牵挂和疼爱。

心灵手巧的姥姥，戴着自己心爱的顶针儿，
制作保暖的皮衣、皮被，60年留下多少密集的针
眼，留下多少狍皮制品，多少不眠之夜啊！顶针
儿不就是鄂伦春族妇女的象征吗？坚毅，顽强。
鄂伦春族妇女匠心独具。小时候我睡在狍皮被子
里，常常会粘一身的狍子毛，还会不时地抱怨。
此刻，我却觉得狍皮衣被格外暖心窝儿。

万绿丛中的村庄，依稀可见一条条干净整齐
的街道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别墅式新居。挂枪禁猎
后，鄂伦春人的衣着、生活方式同汉人非常接近
了。鄂伦春族特有的狍皮服饰不多见了，仅有一
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会狍皮制作工艺，很
多年轻人都不会了。

山美、水美，鄂伦春人生活在画里。我想向
姥姥学鄂伦春族的狍皮制作工艺。

鄂伦春人的礼仪是以敬老为中心的。主要
礼节有屈膝请安和磕头两种。晚辈人见到长辈
要用请安礼，平辈人见面也要互致请安礼问
候。磕头礼在祈神祭祖、婚丧、节庆等庄重场
合施行。鄂伦春人非常尊敬老人和长辈。晚辈
人在长辈面前要毕恭毕敬，长幼有序，行为得
体。出远门前和回来后都要向长辈请安。出门
或狩猎中遇到长辈，在相距很远的地方下马，
步行迎上去请安，待长辈人过去后才能骑马行
路。鄂伦春人热情好客，以诚待人，招待必尽
诚意。天晚则留客人住宿。鄂伦春族男女有
别，男客人不能坐儿媳妇和姑娘的铺位，女客
人也不能坐男人的铺位。

鄂伦春也是一个讲唱文学十分发达的民
族，包括传说、故事、神话、谚语、谜语、歌
谣、笑话、歇后语等。长篇讲唱文学“摩苏
昆”是鄂伦春族民间文学的珍品。“摩苏昆”以
说唱结合的形式，讲唱“莫日根”的英雄故事和
苦难的身世，可以讲唱数天或数十天。“摩苏昆”
的语言流畅、押韵、精练、朴实，曲调起伏变化不
大，非常悦耳动听，带有浓郁的民族传统韵味。

鄂伦春族的音乐以“赞达温”山歌曲调为
主，高亢清透，伴有延长音和颤音，优美动
听。“赞达温”的歌词即兴添加，语言朴实，
感情浓烈。仅有的一种乐器是叫“彭努哈”或

“卡木斯堪”的口弦琴，音量虽微弱，但能吹
奏出各种曲调。

鄂伦春族的舞蹈分仪式舞、娱乐舞、宗教
舞三大类，共同特点是边歌边舞。动作由慢到
快，动作激烈至高潮时结束。代表性舞蹈有

“依和讷嫩”“依哈嫩”、黑熊搏斗舞等。“依和
讷嫩”是三年一次的氏族大会上进行的全族性
舞蹈，十几人为一组，一人居中央，其余人手
拉手围成圈儿跳。流传于鄂伦春自治旗的三人
表演的黑熊搏斗舞，模仿黑熊搏斗嬉戏的内
容，极富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特色。表演时互
相吼出“哈莫”“哈莫”的声音，先由两人表
演搏斗，最后第三者上来劝解。

“刻耶处”“班吉”“撒布卡”“嘎拉哈”、

赛马、射箭、射击、摔跤、拉杠、游泳、攀
绳、爬杆、滑雪、滑冰、打秋千、扔石头、扳
腕、拉钩等是鄂伦春人的传统游戏和体育项
目。“刻耶处”是用木头制作的一种将牌，共
120块，过去十分盛行。“班吉”是鄂伦春族的
一种围棋，由棋盘和棋子组成，共37枚棋子。

鄂伦春族的节庆主要有篝火节、春节和抹
黑节。鄂伦春语称篝火节为“古伦木沓”，祭
祀火神之意，在每年的 6月初举行。春节是鄂
伦春族重要的节日。过去，除夕夜各家各户在
住房前燃起篝火。年夜饭前，老人把各种神龛
打开，摆放在屋内的“玛路”上，或到房后挂
有神龛的地方，摆上酒肉，燃香上供，全家人
依次向神偶磕头，祈求神灵保佑。在房门前或
村屯道口为亡灵烧纸磕头后，全家人在一起吃
团圆饭。初一早晨，全家人还要向东或南给

“白纳恰”神 （山神） 磕头，祈求多赐猎物，
尔后要相互拜年。正月十六过抹黑节，相互往
脸上抹锅底灰，以驱赶鬼邪，现在更多含有游
戏、喜庆之寓意。受周围民族的影响，现在也
过端午节、中秋节、新年等。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均摘自《民族问题五
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由邹雅婷编
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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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
鄂伦春族是世居我国东北部地区的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新

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只有一千余人，近几十年人口增长较快，据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鄂伦春族人口为8659人。鄂伦
春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没有文字，现在
主要使用汉语汉文。

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
旗、布特哈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黑龙江省北部的呼
玛、逊克、爱辉、嘉荫等县。鄂伦春族世代生活的大小兴安岭气
候寒冷、冬季漫长，覆盖着广阔的原始森林，各种动植物资源十
分丰富。

关于鄂伦春族的族源，主要有两
种说法，一是室韦说，二是肃慎说。
目前学界多倾向于前者。

17 世纪中叶以前，鄂伦春人分
布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以
精奇里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历史上
这里主要是钵室韦人和深末怛室韦人
的活动区域，因此，隋朝时的钵室
韦、深末怛室韦应是鄂伦春族先民的
主要来源，北室韦亦有可能参与了族
群形成过程。唐朝时室韦发展为 20
余部，唐设室韦都督府加以管辖。元
朝时，鄂伦春人被称为“林木中百
姓”和“北山野人”，分布极为广
阔，在辽阳行省的管辖之中。明朝时
黑龙江以北有“乘鹿以出入”的“北
山野人”，就是指游猎于贝加尔湖以
东、黑龙江以北的“使鹿部”，也就
是鄂伦春人。明朝于永乐七年 （1409
年），设置了奴儿干都司，“北山野
人”在其管辖范围，明弘治年间始归
辽东都司管辖。清初文献曾把鄂伦春
人 称 为 “ 树 中 人 ”。 清 崇 德 五 年

（1640 年），“俄尔吞”曾作为鄂伦春
族的族称出现于文献中。同年，将

“索伦部”分编为八牛录 （佐领），鄂
伦春人为索伦部中的一部分。

17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沙俄帝
国主义者的侵略劫掠，黑龙江以北精
奇里江两岸的鄂伦春族被迫南迁到
大、小兴安岭地区。

从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年） 始，
“鄂伦春”才作为统一的族称固定下
来。“鄂伦春”是民族自称，即“使
用驯鹿的人们”。根据居住区域的不
同，鄂伦春人内部还有不同的名称。
如居住于呼玛河流域的鄂伦春人自称
库玛尔千；居住在逊克县、嘉荫县河
边的鄂伦春人自称毕拉千；居住在甘
河流域的鄂伦春人自称甘千；居住在
托河流域的鄂伦春人自称托千等。

鄂伦春族的先民一直在莽莽林海
中过着游猎生活，其传统文化与游猎
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7 世纪中叶
以前，鄂伦春人狩猎的主要工具是弓
箭、扎枪、驯鹿和猎犬，迁到黑龙江
以南以后，猎马取代驯鹿。18 世纪

中叶，鄂伦春人已经开始使用火枪，
但并未马上废弃弓箭，弓箭与火枪并
用。从 19 世纪末开始，陆续使用各
种步枪。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鄂伦
春人南迁后逐渐淘汰了驯鹿，改用猎
马。在长期的野外饲养和狩猎训练的
基础上，鄂伦春人培育了体型矮小、
行动敏捷，速度、耐力俱佳而又善于
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奔跑的鄂伦春马，
成为狩猎的得力助手和运载工具。除
此之外，鄂伦春猎人还使用地箭、猎
刀、铁夹、桦皮船、滑雪板等作为狩
猎工具。

鄂伦春人有 4 个狩猎期：2－3 月
份是鹿胎期；6－7 月份是鹿茸、犴茸
期；9月至落雪前是鹿尾期；落雪后的
冬季是打皮子期或打肉期。这些时段
统称为“红围期”，即狩猎的黄金期。

狍子、马鹿、驼鹿、梅花鹿、獐
子、野猪等食草动物是猎人们经常猎
取的对象，也是他们过去衣食所需的
主要来源。食肉类的虎、熊、豹等猛
兽，细毛类的貂、猞猁、水獭、灰
鼠、貉、黄鼬、野兔、赤狐等，飞禽
类的野鸡、树鸡、飞龙、天鹅、大
雁、野鸭等，均是鄂伦春猎人的猎取
对象。

历史上的鄂伦春人是足智多谋的
猎手，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总结出
许多猎取动物的方法，最常使用的狩
猎方法有寻觅法、跟踪法、瞭望法、堵
截法、蹲守碱场法、蹲伏泡泽法、掏洞
法、诱叫法、遛河法、窖鹿法等。

鄂伦春人在狩猎的间歇捕鱼。春
天，鱼群从黑龙江逆流而上，进入大
小支流，鄂伦春人用网和叉捕捉哲
罗、细鳞等大鱼；夏季是垂钓的最好
季节；秋天，各种鱼类顺流游回大河
大江过冬，是挡梁子的最好季节，既可
以捕到下水的鱼，也可以捕到上水的
大马哈鱼；冬季，在冰面上搭盖窝棚凿
冰洞叉鱼，也可在冰洞下穿网捕鱼。

鄂伦春妇女在春、夏、秋三季进
行采集生产。春季采集野菜，秋季
采、挖野果和块根植物等，而夏季主
要采集蘑菇、木耳等菌类植物。夏季
也是捡拾鸟蛋的季节。

历史悠久的游猎民族历史悠久的游猎民族

鄂伦春族猎人在雪地里射箭。

原创民族歌舞诗《山岭上的人——鄂伦春》再现传统生活。
新华社记者 邹俭朴摄

过去，鄂伦春人的饮食以兽肉为主，鱼、
野菜为辅，后来传入了米、面。鄂伦春人喜欢
食用狍子、鹿、犴、野猪、熊肉，同时也食用
小动物和飞禽肉。米面食主要有面片、油面
片、烙面饼、烧面、面汤、油炒面、肉粥、稠
李子粥、黏饭等。鄂伦春语称油面片为“图胡
烈”，将擀好的面一片片揪进滚开的白水里，
捞出后拌熟肉片、食盐、野韭菜花等佐料，倒
入加热的野猪油或熊油，拌匀后食用。稠李子
粥是鄂伦春族一种特殊的吃法，将稠李子放入
粥中煮，爆开呈粉红色即可食用，色艳味美。

鄂伦春族喜喝五味子汤和桦树汁。每年春
季的5、6月份，在桦树根部砍一个小口，桦树
汁便会涌出，清澈透明，甘甜可口。鄂伦春人
还喝一种称作“弟尔古色”的桦树浆，将桦树
的外皮剥掉，用猎刀在树干上轻轻刮下乳白色
的黏稠状树液，其味甘甜清爽。

过去，鄂伦春人穿的衣服主要是用狍皮缝
制的，也用鹿皮和小犴皮。男皮袍有长袍和短
袍两种。男皮袍的襟边、袖口均镶有黑色薄皮
云字边，为了便于骑马，前后左右开衩。短皮
袍在狩猎时穿用。女皮袍的样式与男皮袍大致
相同，但前后不开衩，襟边、袖口等处镶有精
美的薄皮云字边，前襟、袖口、双肩等处均绣
有各种纹饰。老年人穿的皮袍，只镶边不绣
花，着色较淡。到了近代，各种布匹、绸缎传
入鄂伦春地区，夏季男女都穿一种叫“查姆
查”的布长衫。男人还穿马褂、坎肩和布小
褂。冬季，男人戴一种用完整的狍头皮缝制的
帽子，保留狍耳、眼、鼻，有的甚至将两个角
保留下来。妇女们戴猞猁皮帽子，或吊有皮
毛、绣有纹饰的毡帽。夏季，男人戴一种用布
做的尖顶的“巴里”帽。女人夏季戴一种叫

“奇哈布屯”的头饰。冬季穿的鞋有用狍腿皮
做靿、狍脖子皮做靿底的半高皮靴。

鄂伦春族用狍皮缝制一种叫“纳纳乌拉”
的皮被。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另一种是用
冬季猎到的狍皮缝制的睡袋。做双人睡袋需用
8张袍皮，单人用6张狍皮。在野外狩猎时，猎
人在冰天雪地里就宿于这种睡袋中。

鄂伦春人传统手工业有桦皮制品、制革、

皮制品、毛织品、木制品、骨制品、铁制品、
铅制品等。鄂伦春人在每年的6－7月剥取桦树
皮，经加工后可以制作种类繁多的器物，从日
常生活用的碗、盆、桶、箱、篓、帽盒、针线
盒、烟盒，到生产用的“古约文”（拾果具）、
桦皮船、狍哨以及覆盖“斜仁柱”的“铁克
沙”。桦树皮制品适应了鄂伦春人游猎生活的
特点。鄂伦春人的皮制品大多用狍皮，其次为
鹿、犴皮，其他兽皮则较少。

剪皮是鄂伦春族妇女创造的一种十分独特
的艺术形式。利用桦树皮和兽皮剪制成人物、
动物等形象，作为儿童的玩具。为了使皮袍、
帽子、口袋、手套的口沿和四角美观、耐用，
还剪制一些图案，用狍筋、鹿筋线缝上，成为
一种艺术装饰品。神话故事、人物形象、动物
形象、装饰图案等是剪皮艺术的题材。剪皮艺
术反映了鄂伦春族在游猎生活中形成的审美观
和对美的追求。

历史上，鄂伦春人的房屋主要有“斜仁
柱”、产房、土窖子、木刻楞房、桦皮棚 （林
盘）、布棚 （麦汗）、高脚仓库 （奥伦） 等。

“斜仁柱”是鄂伦春族游猎时最主要的住房，
呈圆锥形。骨架用长若干米的主杆、带杈的树
干和 20多根“斜仁”（树干） 搭成，其覆盖物
有冬季用的狍皮围子，需用 60余张狍皮缝制，
也用桦树皮、芦苇帘和布围子。新中国成立以
后，政府帮助鄂伦春人选取定居点、建造新
房，鄂伦春族结束了游猎生活，实现了定居，
进入了现代民族的发展行列。

狍皮缝衣 桦皮制器

民间艺人在鄂伦春自治旗冰雪“伊萨仁”开幕式上表演“萨满舞”。 （侯玉鹏/人民图片）

敬老好客 喜爱说唱

鄂伦春自治旗民族博物馆陈列的狍皮服饰。鄂伦春自治旗民族博物馆陈列的狍皮服饰。

鄂伦春人围在“撮罗子”旁跳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