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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而不定” 和 “定而不居” 间的选择：
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知识体系和

民族文化困境

林　 航

摘要：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作为我国仅有的使鹿民族， 在长期生

活实践中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与驯鹿相关的生态知识， 并将其内化

为本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通过梳理敖鲁古

雅鄂温克人的历史发展脉络， 聚焦自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初至今的多次搬

迁轨迹， 解析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其与驯鹿间关系

的变迁， 由此探讨不同时期鄂温克人对驯鹿生物特性的认知和文化

含义的理解。 结合对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探访调查， 考

察生态环境改变、 生存场域变化、 外来文化涌入等对敖鲁古雅鄂温

克人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影响， 分析其遭遇的困境和背后的原因，
并以此为案例思考环境变化与民族文化适应性和延续性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 鄂温克族　 驯鹿　 生态知识　 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 林航， 博士， 德国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博士

后。 现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入选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计划、 浙江省高校 “钱江学者” 特聘教授、 浙江省 １５１ 人才

第一层次、 杭州市全球引才 “５２１” 计划。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作为我国仅有的使鹿民族， 把驯鹿 （ Ｒａｎｇｉｆｅｒ
ｔａｒａｎｄｕｓ） 作为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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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并积累了独特的饲养、 管理和治愈驯鹿疾病的本土知识， 有效保持了驯鹿

种群的生存和稳定发展。 另外，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也将驯鹿融合进自身的社

会组织和文化构建中， 将其视为鄂温克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了带有鲜明驯鹿风格的民族特质。 自 １９５７ 年以来，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

经历了四次集中搬迁， 从额尔古纳河畔的奇乾搬至满归， 后又迁于敖鲁古雅

河畔， 并最终移至根河市郊。 从迁徙于山林到定居， 鄂温克人的生活境遇在

很大程度上有了提高。 然而， 这样的搬迁也使得鄂温克人和他们的驯鹿离开

了赖以生存的场域， 加之外来文化的涌入， 导致传统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传

承陷入危机， 其中一部分人更是选择以一种新的方式回到森林， 以继续原有

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
本文关注多次搬迁给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生活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带来的

多重影响， 通过梳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从 “居而不定” 到 “定而不居” 再

到 “居定并存” 的变迁脉络， 解析不同时期鄂温克人对驯鹿生物特性的认

知和文化含义的理解。 在此基础上， 结合笔者 ２０１１ 年春对内蒙古根河敖鲁

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探访调查， 重点考察 ２００３ 年生态移民搬迁前后的变化，
分析其遭遇的困境和背后的原因， 并以此为案例思考环境变化与民族文化适

应性和延续性的紧密联系。

一　 鄂温克驯鹿驯养在我国的分布和发展

根据贝加尔湖附近赤色砂岩上的狩猎驯鹿图和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博物馆

收藏的安加拉河流域出土的驯鹿化石， 普遍认为人工饲养驯鹿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左右起源于贝加尔湖地区。 俄国历史学家史禄国 （ Ｓｅｒｇｅｉ Ｍｉｋｈａｉｌｏｖｉｃｈ
Ｓｈｉｒｏｋｏｇｏｒｏｖ） 在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中提出驯鹿文化的传统源于北

方通古斯。① 按照史禄国在书中的描述， 任国英教授将 “通古斯” 定义为鄂

温克族群或鄂温克 － 鄂伦春族群。② 鄂伦春人曾经为使鹿民族， “鄂伦春”
一词的本义亦为 “使用驯鹿的人”。③ 但 １８ 世纪中期时， 鄂伦春人引入了马

匹， 并逐渐以马代鹿， 从驯鹿人变为骑马的狩猎人。 由此， 鄂温克族 （俗

９２“居而不定” 和 “定而不居” 间的选择： 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知识体系和民族文化困境　

①

②
③

〔俄〕 史禄国：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吴有刚、 赵复兴、 孟克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第 ４４ 页。
任国英： 《满 － 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物质文化研究》， 辽宁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１７７ 页。
任国英： 《满 － 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物质文化研究》， 辽宁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１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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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使鹿鄂温克） 是目前我国境内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 其继承的驯鹿文化

最古老也最深厚， 而我国的驯鹿也仅见于大兴安岭西北坡林区。
“鄂温克” 是鄂温克族的自称， 鄂温克语意为 “俄格都乌日尼贝”， 汉

语意为 “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 “鄂温克” 一词词尾的 “克”， 在鄂温克

语中音 “ｋｉ”， 因而在英语中被表述为 Ｅｗｅｎｋｉ 或 Ｅｖｅｎｋｉ。 此处的山林， 指的

是贝加尔湖以东的伊卡茨基山脉、 雅布诺威山脉、 维提姆台地、 外兴安岭等

连绵的群山和森林地区， 鄂温克人称其为 “俄格都” （亦称 “俄格登”）。①

鄂温克人的祖先从公元 １ 世纪起逐渐从发源地贝加尔湖地区向外扩张， 其中

一支向东至黑龙江上游、 外兴安岭一带的山林地区游猎生活。 随着鄂温克人

与中原王朝接触增加， 关于他们的记载逐渐出现在史籍中， 但并未以 “鄂
温克” 为名称， 而冠之以 “室韦” “鞠部” 等名。 从成书于 ５ 世纪的 《梁
书》 开始， 《魏书》 《隋书》 《旧唐书》 《文献通考》 《辽东志》 等文献中均

记录了鄂温克先民养鹿和乘鹿驭驮的特征， 持续记载了鄂温克文化中驯养驯

鹿的狩猎经济形式和风俗习惯。 由古代传承而来的驯鹿驯养技术体系， 虽经

历了历史变迁， 依旧为当今鄂温克人所掌握， 处于活态传承之中， 而很多鄂

温克年长者， 也依然能娴熟地掌握相关的知识。
根据历史学家吕光天的研究， １７ 世纪初我国境内的鄂温克人主要有三

支： 第一支是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流域使用马匹的鄂温克人， 被俄人

称为 “通古斯” 人； 第二支人数最多， 被称为 “索伦部”， 居住在贝加尔湖

以东石勒克河和外兴安岭一带； 第三支是原住在贝加尔湖西北的使鹿鄂温克

人， 于 １８ 世纪初迁入额尔古纳河河畔， 被称为 “雅库特” 人。② １７ 世纪

初， 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再次兴起， 于 １６４０ 年左右接连对鄂温克人展开征讨，
后清朝将大兴安岭东麓的鄂温克人及嫩江上游地区的达斡尔人等纳入八旗

制， 从 １６６７ 年开始编佐， 以佐领制取代氏族首领制， 统称为 “布特哈部”
或 “打牲部”。 “布特哈” 为满语， 汉语意为 “打牲”， 因鄂温克等部主要

从事狩猎而得名。③ 随着俄罗斯在 １７ 世纪后期向远东地区扩张， 鄂温克人

开始从贝加尔湖畔向东迁徙， 其中雅库特人的一支于约 １８２０ 年越过黑龙江

来到额尔古纳河南岸的大兴安岭北部林区， 他们即为今天内蒙古根河地区的

０３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②
③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编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２９ 页。
吕光天： 《鄂温克族》，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３， 第 ５ ～ ６ 页。
吕光天： 《清代布特哈打牲鄂温克人的八旗结构》， 《民族研究》 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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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鲁古雅鄂温克的先民。
１９５７ 年底， 根据鄂温克人的历史传承， 党和政府决定将 “索伦” “通古

斯” “雅库特” 统一称为 “鄂温克族”， 并在额尔古纳河下游右岸的奇乾建

立了鄂温克民族乡。 １９６５ 年， 鄂温克民族乡迁往孟库依河南岸的满归， 并

与满归镇合并。 １９７３ 年再次单设民族乡， 迁到敖鲁古雅河畔， 更名为敖鲁

古雅鄂温克民族乡 （俗称老敖乡）。 ２００３ 年， 老敖乡的 ６２ 户共 １６２ 名鄂温

克居民搬迁至根河市西郊 ５ 公里处， 成立了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

（俗称新敖乡）。 至 ２０１０ 年， 新敖乡行政区划为 １７６７ ２ 平方公里， 辖 ４４５
户、 １３９０ 人， 由鄂温克、 达斡尔、 蒙古、 满、 回、 俄罗斯和汉 ７ 个民族组

成， 其中鄂温克族 ２３２ 人 （包括居住在外地的）。①

鄂温克猎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经历了艰苦凶险的战争年代，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５ 年， 鄂温克猎民人口从 ２５３ 人下降至 １７０ 人， 驯鹿亦由 ８５３ 头锐

减至约 ４００ 头。② 到了 １９７９ 年， 经过多年发展， 鄂温克猎民人数增至 １９１ 人

（包括在外地就业、 居住的）， 驯鹿达到约 １０８０ 头。③此后， ２００３ 年搬迁后政

府曾尝试推广驯鹿圈养， 并修建了 ４８ 个、 每个面积为 ３５０ 平方米的砖瓦结

构鹿舍， 但鄂温克驯鹿总数逐年下降， １９９３ 年时为 ９０４ 头， ２００４ 年时为

６０３ 头， 到 ２０１３ 年时仅剩 ５２６ 头。④ 这些驯鹿成为我国现有的唯一驯鹿种

群， 它们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 位于东经 １２１°０５′４″ ～ １２２°５３′００″、 北纬 ５１°
２０′４″ ～ ５２°３０′００″， 活动范围大抵东至卡马兰河和呼玛河交汇处， 南至汗马

自然保护区， 西至满归， 北至敖鲁古雅河畔， 活动面积约 ７０ 万公顷。

二　 鄂温克族的驯鹿生态知识体系

鄂温克人移居大兴安岭地区后， 世代使用驯鹿游猎在内蒙古自治区

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原始森林中。 鄂温克人很早就认识到了驯鹿的生活特

１３“居而不定” 和 “定而不居” 间的选择： 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知识体系和民族文化困境　

①

②

③

④

谢元媛： 《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７ 页。
谢元媛： 《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１７８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ｒａｓｅｒ， “Ｆｏｒｃｅｄ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ｄｅｅｒ⁃Ｅｖｅｎｋｉ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 １２
（２０１０）： ３２１
钟立成、 朱立夫、 卢向东： 《我国驯鹿起源、 历史变迁与现状》， 《经济动物学报》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 期， 第 １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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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发现驯鹿浑身是宝， 用途极广。 根据对鄂温克人的访谈， 他们很早

就养鹿了：

听说最初我们主要猎驯鹿是食用的， 用鹿皮做衣服和撮罗子 （帐

篷）， 不是把驯鹿抓过来养的。 在打猎中打到的小鹿仔不舍得杀死， 特

别是猎物吃不完的时候。 而且小鹿很招人喜欢， 性子温和， 喜欢与人接

近， 所以就把小鹿仔养起来了。 我们一出生家里就有驯鹿， 谁也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养鹿的， 驯鹿就一代代的传下来了。①

从中可见， 鄂温克人在狩猎过程中逐渐发现家养驯鹿是一种储备食物的

手段， 可以弥补猎物获取的不足。 而在驯养过程中， 驯鹿的其他特性也逐渐

被认知。 首先， 驯鹿觅食迁徙的习性与鄂温克猎人在森林中游猎的生活方式

相符合， 而驯鹿能够吸引来它们的天敌， 正好成为鄂温克猎人的捕猎目标，
帮助获得更多的猎物。 为了与驯鹿的迁徙特性相配合， 鄂温克人也遵循着相

对固定的迁徙路线和频次， 大致以一年为一个周期。 其次， 驯鹿有很强的负

载能力， 是骑乘、 运货的重要役使工具。 驯鹿宽大的蹄可以使它毫无困难地

在森林沼泽中行走， 也可以穿越灌木丛， 踏过碎裂山岩。 驯鹿 １ 岁以后便可

载重， 成年后可驮运货物约 ４０ 千克， 行走时速 ５ ～ ６ 公里， 一天可连续行走

６０ 公里左右。 用鹿拉雪橇时， 一辆雪橇可载重 １００ ～ １６０ 千克， 发挥着牛马

不可替代的作用， 使鄂温克猎民能够游猎于广袤森林中。 猎犬与驯鹿构成了

鄂温克猎人的得力助手， 正如鄂温克猎人常说的， “有一只驯鹿， 有一只猎

犬， 打猎时特别省劲。 驯鹿可乘骑驮运货物， 猎犬阻止野兽逃跑， 猎人便于

游猎于山林中”。②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 大兴安岭森林的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类因林区

开发和火灾逐渐减少， 鄂温克人传统捕猎的动物明显下降。 随后， 国务院颁

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等， 鄂温克人的生计方式逐步由传统渔猎向驯鹿经济转变。 １９７７ ～ １９８１ 年，
政府建立了畜牧兽医站、 驯鹿圈养实验基地等， 并将驯鹿饲养承包到户。
１９９５ 年又斥资 ６０ 余万元从俄罗斯赤塔引进良种驯鹿 ３０ 头， 用于培育和改

２３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②

张新杰： 《驯鹿鄂温克生计方式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１７ 页。
阿本千： 《鄂温克历史文化发展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第 ４６ 页。

社
科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20
20
年
08
月
21日
。



良驯鹿品种。 虽然积极探索驯鹿圈养， 但拥有驯鹿的鄂温克人仍然遵循传统

的饲养方式。 ２００３ 年， ６２ 户 １６２ 名鄂温克人整体搬迁到了新敖乡定居， 但

由于驯鹿不习惯圈养， 很快出现了病症， 迫使 ４０ 余人又返回到了山林中继

续放养驯鹿。 ２０１６ 年， 有 ７ 个猎民点分布于南至根河、 北至阿龙山之间的

大兴安岭中， 其中距离新敖乡最近的约 ２０ 千米， 最远的约 ２５０ 千米。① 猎

民点的规模不一， 少则两三人， 住一个帐篷， 放养 ２０ 余头驯鹿； 多则十二

三人， 分住三个帐篷， 看护约 ３００ 头驯鹿。
不同于西伯利亚的苔原牧鹿和北美洲北部的猎杀野生驯鹿， 鄂温克人在

山林中养鹿， 可称为 “森林牧鹿”。② 虽然经历了多次搬迁， 鄂温克猎民的

生活中也增加了不少现代化设施， 但鄂温克驯鹿的饲养至今仍保持着传统自

然经济的形态， 管理驯鹿的方式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鄂温克人饲养驯鹿

的主要劳动可分为非季节性和季节性两大部分。 非季节性的日常劳动主要包

括搭鹿圈、 喂食、 找鹿、 清点鹿群。 根据驯鹿的生长周期， 季节性劳动主要

包括架蚊烟、 治疗疾病、 割茸、 挤奶、 帮助母鹿认仔等。
鄂温克人采用传统的散养方式养驯鹿， 任其自由觅食， 主要由驯鹿喜食

苔藓的饮食结构决定。 由于森林中的苔藓和菌类植物很少大面积集中分布，
驯鹿需要不断地迁徙觅食。 每到一处新的地方， 首先要搭建鹿圈以供驯鹿栖

息。 搭鹿圈的方法与搭栅栏相同， 需要使用大量的落叶松木杆， 将它们有序

组合以容纳所有的驯鹿， 因此劳动强度较大， 主要由猎民点的青壮年男性完

成。
驯鹿所食的苔藓分为两类： 一类生长于地面和石头上， 鄂温克人称为

“恩靠”； 另一类长在桦树、 松树及倒木上， 鄂温克语为 “来维特”。 驯鹿不

需要由人驱赶到生长苔藓的地方， 自己就能寻找到苔藓生长地， 在冬天大雪

覆盖时亦会扒开雪食用苔藓。 由于新敖乡距离根河市区较近， 周边的苔藓较

少， 驯鹿必须跑到更广阔的山林中觅食； 而苔藓依然不足时， 鄂温克人会定

期捡拾苔藓囤积备用。③ 冬季时苔藓较少， 需喂驯鹿豆饼以补充苔藓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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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ｒｏｒｅ Ｄｕｍｏｎｔ， “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Ｎｏｍａｄｉｓｍ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ｄｅｅｒ Ｅｗｅｎｋｉ： Ｕｓ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Ｒｅ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Ｅｗｅｎｋｉ Ｒｅｉｎｄｅｅｒ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Ａｏｌｕｇｕｙａ ，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Ａｓｈｉｌｄ Ｋｏｌａｓ ａｎｄ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Ｘｉ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５： ８７ （７７ －
９７）．
唐戈： 《森林牧鹿———一种新型的游牧方式》， 《满语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２３ ～１３０ 页。
王卫平、 任国英： 《使鹿鄂温克族的生态智慧———基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调研》，
《甘肃理论学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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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乡政府统一为每个猎民点分发 ５０ 千克豆饼， 如果不够吃则需自行出钱

购买。
除苔藓外， 驯鹿喜食盐。 鄂温克人根据驯鹿喜盐的特征， 利用条件反射

的作用， 发明了用敲击皮盐袋的方法召唤驯鹿。 驯鹿听见声音， 便会从远处

回到营地， 争相舔食盐分。 这样的方式使鄂温克人可以很快地召集驯鹿， 为

管理分散各处觅食的驯鹿带来了许多方便。 鄂温克人搬迁时， 会事先给驯鹿

喂适当的盐， 这样驯鹿便更加温顺听话， 方便驾驭驮载货物， 其行动能力和

耐力也大大增加。
在猎民点， 鄂温克人每天都会清点驯鹿， 此项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担。 鄂

温克女性对驯鹿有很深的感情， 将驯鹿视为自己的孩子。 她们对自家的驯鹿

十分了解， 单凭记忆便能把数十上百头驯鹿区分开。 在外人看来没什么差别

的驯鹿， 她们都能根据毛色、 体形、 性情等一一辨认， 甚至还能识别不同驯

鹿的叫声。 鄂温克妇女每天清晨召唤清点驯鹿， 无需记号或计数工具， 全靠

记忆辨认， 如果发现少了， 就要出去寻找。
寻鹿的劳动强度较大， 一般由男性承担。 当鹿群刚到一个新营地时，

仍会有驯鹿不认识新地点， 而在觅食之后回到老营地。 特别是夏季苔藓

和蘑菇茂盛时， 驯鹿可能会跑到很远的地方， 给找鹿增加了难度。 由于

驯鹿野生程度较高， 难以很快地被驯服并被驱使到指定地点， 有时需要

反复多次将驯鹿赶到新地点， 因此需要尽快地确定并驯服领头的一头驯

鹿， 即俗称的鹿王。 一般情况下， 一个猎民点的驯鹿会自动形成一群，
而找鹿的工作主要由这个点的壮年男性劳动力承担。 他们几人相互协助，
有时需要一天行走百余千米。 以前， 鄂温克人用鸣猎枪来传递信息， 告

诉其他人已经找到驯鹿并让他们回营地。 近年来， 林区安装了一些卫星

接收器， 移动信号塔也逐渐增多， 方便了互相打电话或发信息来沟通，
节省了劳动和时间。

三　 “居而不定” 和 “定而不居” 的选择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敖鲁古雅的 ６２ 户 １６２ 名鄂温克人从老敖乡搬迁到了新敖

乡。 在有关此次搬迁的媒体报道和政府文件中， 都使用了 “生态移民” 的

说法。 生态移民， 即政府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把位于环境脆弱地区的、
低密度分散居住的人口集中迁移， 安置在环境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 形成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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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居住的村镇。① 根据鄂温克猎民所驯养的驯鹿因种群质量下降而数量逐

渐减少、 居住条件落后等情况， 根河市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十万人口以下少

数民族整体脱贫致富的政策指引下， 决定对敖鲁古雅的鄂温克猎民实施整体

生态移民， 并向国家申请到了 ５１０ 万元资金 （如算上敬老院和卫生院则为

５７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根河市聘请芬兰 Ｐöｙｒｙ 公司为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

族乡制定了 《敖鲁古雅旅游区开发总体规划》， 并先后投入 １ 亿元资金进行

整体改造， 现已取得国家 ３Ａ 级景区认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根河市与呼伦贝尔

市旅游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 共同规划打造敖鲁古雅景区， 包括敖鲁古雅国

家 ４Ａ 级景区建设、 圣诞园、 驯鹿园等合作项目。 另外， 为保护和传播驯鹿

文化， ２０１３ 年在敖鲁古雅举办了世界驯鹿养殖者代表大会， 现已有 “驯鹿

文化” “桦树皮手工制作技艺” 和 “萨满舞” 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为了获取猎物并让驯鹿有足够的食物， 鄂温克人与他们的驯鹿在山林中

不断迁移。 这些根据森林中的季节变化和驯鹿的习性变化的生计方式， 体现

了鄂温克人特有的生态智慧和与自然和平共生的本土性知识。 在传统理解

中， 驯鹿以森林中的苔藓、 地衣等为主要食物， 会对这些植物造成破坏， 从

而打破本已脆弱的生态平衡。 但是驯鹿与羊等其他动物不同， 它们主要采食

苔藓、 地衣等植物的尖端部分， 而不是连根食用， 因此并不会对这类植物造

成灭绝性破坏。 现代植物学和环境学的研究也表明， 鄂温克人驯养的驯鹿总

体数量较小， 苔藓的分布完全足够驯鹿采食， 因此驯鹿的集中饲养和非集中

饲养均不会对一个地区的苔藓植物的生长产生太大的影响。 而由于驯鹿在春

夏与秋冬季节所采食的食物种类不同， 一般只在秋冬季节大量采食苔藓， 使

苔藓植物每年都有一个较充分的自我恢复期， 对苔藓植物的生长其实能起到

有效的保护作用。② 由此， 驯鹿适当地采食苔藓， 使其长期保持在一个符合

环境承载力的合理生长水平内， 一方面可以大量吸收水分并分泌酸性物质，
防止水土流失并促进岩面溶解从而为其他植物创造生存条件； 另一方面， 可

以阻止苔藓过多而在地表阻滞水分渗透， 影响土壤内气体交换， 降低植物根

系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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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琳琳、 包智明： 《生态移民研究综述》，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第 ４８ ～ 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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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鹿食物结构多样， 具有耐旱性强、 适应性强的特点， 自身体积较大，
能够在高寒地区生存， 是大兴安岭地区不可或缺的生物链组成部分。 在寒

带、 亚寒带地区， 动植物的品种和分布整体较热带和温带地区有限得多， 而

驯鹿作为食草动物， 其本身也为灰狼、 北极熊、 棕熊、 金雕等肉食动物提供

了食物来源。 研究表明， 瑞典北部的驯鹿放牧区中狼群规模一般较其他区域

的大， 而通过政府对因狼袭击而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 有效地促进了瑞典狼

的种群恢复。① 同时， 夏季时蚊子、 虻虫等喜欢叮咬驯鹿， 喜食它们的血

液， 虽然对驯鹿造成了不小的危害， 但也为这些生物提供了食物来源， 保证

了它们在森林中的合理生存和分布。
鄂温克人长期在林中循环经营驯鹿， 与大自然和谐共存， 与驯鹿结下了

不解之缘， 其民族文化也与驯鹿密不可分。 驯鹿的饲养管理总体来说是一项

对体力要求比较高的劳动， 经常需要青壮年男性劳动力， 但在当下的敖鲁古

雅， 实际上该劳动却基本以女性为主。 以往鄂温克人主要生活在森林中， 一

家人或几家人一起饲养和管理鹿群， 男女分工， 各有所长。 但在 ２００３ 年移

民搬迁后， 敖乡所有的男性鄂温克猎民移居到新敖乡， 享受国家发放的护林

员工资， 猎民的低保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根河市的各部门也与每个猎民

家庭结对， 给予较大扶持。 这样的安排本是为了体现政府对鄂温克猎民的照

顾， 但很多鄂温克青年男性不愿再上山养鹿， 而把饲养驯鹿的劳动都交给了

女性， 特别是较年长的女性。 目前从事驯鹿饲养的 ４０ 岁以下年轻人只剩下

２ 人。
生态移民工程使鄂温克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 但随着大量的鄂温克

人开始到城镇生活， 新一代鄂温克人已经逐渐脱离了祖先们世代生活的山

林， 面对新的场域环境， 鄂温克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现

在， 鄂温克人已不再狩猎， 过去所使用的狩猎工具， 如扎枪、 地箭、 桦树皮

滑雪板等也没有人再使用了， 只有一两个老人还会制作。 兽皮数量的减少、
熟皮技艺的复杂， 使得鄂温克人的兽皮文化也受到影响， 时尚、 方便的现代

服装成为鄂温克人的日常穿着用品。 过去驯鹿是鄂温克人最重要的交通工

具， 而如今搬家等生产生活活动已被各种汽车和摩托车取代， 训练驯鹿骑乘

和驮运东西的技艺也濒临失传。 鄂温克人世代信奉的萨满教， 在早期对鄂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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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精神信仰、 文化习俗等发挥巨大作用， 也逐渐淡出鄂温克人的生活， 特

别是随着 １９９７ 年最后一名萨满纽拉去世， 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再也没有举

行过任何萨满活动。

四　 小结： 规划现代化与文化多样性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传统驯养驯鹿， 在数百年的饲养过程中， 鄂温克人积

累了丰富的相关知识和技术， 使驯鹿成为鄂温克族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伙

伴。 驯鹿不仅为鄂温克人提供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也与鄂温克人的民族文

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他们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 鄂温克族的文化中包含了

大量关于驯鹿的语言、 风俗、 习惯等， 驯鹿成为鄂温克族的文化核心和民族

象征。 在长期的森林生活中， 鄂温克人把广袤的森林作为他们的家园， 逐渐

学会了与自然环境和生态规律保持一致， 合理均衡地利用生态资源， 做到了

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然而随着近几十年来鄂温克生计方式的变迁， 鄂温克

族也面临着传统文化传承断裂、 民族特征逐渐消失的威胁。 特别是年轻一

代， 已相对适应山下舒适的现代化生活， 不愿再从事单调的养鹿， 很多人将

驯鹿卖掉或寄养在别人的鹿群中， 渐渐淡化了对驯鹿的感情和饲养驯鹿的知

识， 使得驯鹿文化即将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客观上说，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今天的生存环境与以往大相径庭， 他们的

传统文化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文化相对主义

的观点来看， 人与环境的共同作用才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形态， 所有的文化也

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存环境才能存续发展。 在历次搬迁移民中， 鄂温克群

体内部也产生了分化： 一部分人选择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积极自我调整来适

应新的环境； 另一部分人选择消极对待被改变的生活， 感慨现代化进程带来

的变化； 还有一部分人希望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选择自我放逐， 并逐渐

在一种和政府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中自说自话。 鄂温克人在 “居而不定”
和 “定而不居” 间不停游离而难以抉择， 产生一种 “断裂的痛苦”。①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境遇也促使我们对多元文化形态进行再思考。 与自

然界一样， 多元化对人类社会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詹姆斯·斯科特

７３“居而不定” 和 “定而不居” 间的选择： 敖鲁古雅鄂温克的生态知识体系和民族文化困境　

① 谢元媛： 《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５ 页。

社
科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20
20
年
08
月
21日
。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 用论证过的一个关于森林多样性的观点来强调保留不同文

化形态的重要性——— “对于农民来说， 单一树种的森林是一个灾难”。① 同

样， 对人类社会来说， 单一的文化形态也是一个灾难。 自然界中的物种快速

消失和单一文化形态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而我们对这种联系的理解却一

直有一种偏差。 提倡保留多元文化已为人熟知和认同， 但多元文化其实必须

存在于多元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 而不能被转化为一种强制性保护的

简单做法。 通过易地搬迁和引入定居来维系民族发展和保护民族文化， 这样

的初衷值得肯定。 但是如何才能保留多元文化的自然根基， 保持文化的活态

传承， 让人、 文化、 环境相伴相生， 仍然需要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需要更广

阔的视野。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Ａｏｌｕｇｕｙａ Ｅｗｅｎｋｉ

Ｌｉｎ Ｈ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ｒｅｉｎｄｅｅｒ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Ａｏｌｕｇｕｙａ Ｅｗｅｎｋｉ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ｉｃ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ｉｎｄｅｅｒ ｈｅ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ｉ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ｒ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ｏｌｕｇｕｙａ Ｅｗｅｎｋｉ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ｄｅｅｒ， ｔｈｕ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ｄｅ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ｔ Ｇｅｎｈ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ｗｅｎｋｉ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ｅｄｓ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Ｅｗｅｎｋｉ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ｗｅｎｋｉ； Ｒｅｉｎｄｅ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８３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美〕 詹姆斯·Ｃ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 王晓毅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 １５ 页。

社
科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20
20
年
08
月
21日
。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 ２ 辑 ／ 曲枫主编． －－ 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 ７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２０１ － ６８８３ － ０

　　Ⅰ ①北…　Ⅱ ①曲…　Ⅲ ①北冰洋 －区域 －丛刊

Ⅳ ①Ｄ５ － ５５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２０２０）第 １１９１９６ 号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主　　编 ／ 曲　枫

副 主 编 ／ 〔德〕迈克尔·克努佩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ｎüｐｐｅｌ）　王　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叶　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别区域分社（０１０）５９３６７０７８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２９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１０００２９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０１０）５９３６７０８１　５９３６７０８３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 ／ １６
印 张：１１ ７５　字 数：２００ 千字

版　　次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第 １ 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第 １ 次印刷

书　　号 ／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２０１ － ６８８３ － ０
定　　价 ／ ８９ ００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０１０ － ５９３６７０２８）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
科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20
20
年
08
月
2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