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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鄂温克驯鹿人和驯鹿的若干问题

龚　 宇

摘要： 鄂温克驯鹿人世代与驯鹿为伴， １６８９ 年从俄罗斯贝加

尔湖迁移到额尔古纳河森林地带， 跟随驯鹿不断迁徙。 随着驯鹿放

养环境、 社会外部环境等发生变化， 鄂温克驯鹿人也在不断地适应

和调试。
关键词： 鄂温克驯鹿人　 驯鹿文化　 环境变化

作者简介： 龚宇， 硕士， 呼伦贝尔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鄂温

克民族文化。

以游猎为生、 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 在康熙二十八年 （１６８９ 年） 从

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附近的勒拿河支流维季姆河流域雅库特州的伊格

纳希、 勃克罗夫地区迁移到额尔古纳河东南大兴安岭森林中。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 在政府主导下历经中俄边境奇乾 （１９４９ 年） —满归十七

公里处敖鲁古雅 （１９６５ 年） —根河三车间新敖鲁古雅 （２００３ 年） 三次

大的定居， 不同历史时期下的搬迁活动目的不同、 意义不同， 所产生的

效果也各不相同。 从他们的生产方式来看， 唯一不变的就是驯鹿业持续

至今。

一　 鄂温克驯鹿人的驯鹿生活

鄂温克驯鹿人饲养驯鹿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驯鹿业已经与鄂温克人的生

活和社会文化特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并已成为当地鄂温克人重要的经济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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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放养驯鹿的环境

驯鹿 （Ｒａｎｇｉｆｅｒ ｔａｒａｎｄｕｓ） 隶属鹿科空齿亚科驯鹿属， 环北极广泛分布

于欧亚大陆和北美洲， 以及寒带、 亚寒带的大型岛屿等针叶林和冻土苔原

的山地和林区。 驯鹿是鹿科中数量最多的物种， 全世界现存有 ９ 个亚种，
约 ４５０ 万头。 我国驯鹿属于西伯利亚森林驯鹿亚种 （ Ｒａｎｇｉｆｅｒ ｔａｒａｎｄｕｓ
ｖａｌｉｎｔｉｎａｅ）， 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针叶林区， １９９９ 年有 ２０ 多万头，
我国的鄂温克驯鹿人在 ３００ 多年前由贝加尔湖东部、 勒拿河上游迁移至我国

的大兴安岭林区。 老人们说： “那时候的森林没有边际， 大树粗的能躲一头

鹿， 男人们出去一会儿就能打到猎物回来。” “森林里什么都有， 缺什么就

去森林取。” 看似玩笑的话， 却可见那时候自然生态资源的富饶， 针叶林是

苔藓最易生长的地带， 是鄂温克驯鹿人固定的游牧游猎区域。
２００３ 年之前， 鄂温克驯鹿人的生活区域为我国最北端的苔原地带， 驯

鹿放养环境保持的相对较好， 虽然在 ２０ 世纪大兴安岭森林开发出现原始森

林被砍伐、 大量人口流入、 修建公路铁路等， 但当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未显

现， 加之相对闭塞的地域使驯鹿人和驯鹿较少与外界接触。
据鄂温克驯鹿人估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驯鹿活动总面积约为 ８００ 万

公顷以上。 老人们回忆， 过去最短两三天就要搬一次家， 最长十几天必须搬

家， 鄂温克驯鹿人不停地在中国苔原地带行走， 这一点从遍布的鄂温克语地

名可知。 进入 ８０ 年代后， 随着鄂温克驯鹿人的定居和森林的大面积开采等，
驯鹿的活动范围也在缩小， 面积缩小至 ３００ 万公顷。 进入 ９０ 年代， 驯鹿活

动范围进一步缩小， 目前驯鹿经常活动的范围不到 ５０ 万公顷。

（二） 外部环境

在第三次搬迁之前， 仅引进过一次 （１９９６ 年） 驯鹿， 从俄罗斯引进的

３０ 头驯鹿已全部融入我国驯鹿种群内。 ２００３ 年之前的两次定居活动从根本

上改变了鄂温克驯鹿人的传统生活方式， 从单一的山上生活转变为二元的山

上—山下和单纯的山下生活， 从狩猎业和驯鹿业的生存方式转变为多种经济

收入 （猎民队成立后集体锯鹿茸并售卖鹿茸， 以及售卖驯鹿， 有的人通过

上学进修等成为教师、 公务员、 木材综合厂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鄂温

克驯鹿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２００３ 年搬迁的定居地为根河市郊的敖鲁古雅， 在政府的扶持和鼓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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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驯鹿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逐步开展民俗旅游业。 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 敖鲁古雅已成为呼伦贝尔旅游的重要亮点， 是呼伦贝尔北线旅游的必去

之地， 也是摄影爱好者、 自驾游客向往之地， 直接增加了鄂温克驯鹿人的经

济收入， 也使鄂温克驯鹿人的传统驯鹿放养观念悄然改变， 冬季在深山中养

驯鹿， 夏季搬至市区周围交通便利的地区； 年轻的鄂温克驯鹿人开始雇用外

人养驯鹿， 自己在外联络和沟通； 带驯鹿拍电影、 上电视节目， 驯鹿业也不

再是传统意义的驯鹿业， 时代赋予了鄂温克驯鹿人更多的角色， 他们在调适

中逐渐适应现代的生存方式。
从 ２０１７ 年至今， 当地林业局分三批从芬兰引进共计 １７８ 头驯鹿， 养殖

方式为将从我国鄂温克驯鹿人购买的驯鹿与从芬兰引进的驯鹿放在一个区域

内由林业局内部人员管理。 从此我国的驯鹿不仅有鄂温克人饲养， 还有居住

在大兴安岭的林业工作人员饲养。

二　 驯鹿人与驯鹿文化的缄默

在近一个世纪里， 驯鹿年减少或损失的数量与出生或增加的数量基本持平，
驯鹿数量长期保持较低水平主要是受自然、 社会以及人为等因素的影响。

（一） 盗猎和天敌

非正常死亡威胁驯鹿的发展， 盗猎者的盗猎是主要因素， 被盗猎的驯鹿

占到非正常死亡驯鹿数量的一半以上。 自从枪支被收缴以后， 盗猎者转而大

规模采用下套等办法实施盗猎， 下套比枪支猎杀对驯鹿的伤害更大。 一个盗

猎者一次下套可猎达数百头驯鹿， 且常年积累其数量已无法估计， 危害有增

无减。 根据文献资料， 科研人员在 ２００７ 年对损失 ３０ 头驯鹿的原因做了详细调

查， 在导致驯鹿死亡的 ７ 种原因中 （老死、 病死、 车祸、 走失、 被其他野生动

物伤害、 环境污染、 盗猎）， 盗猎占一半以上， 天敌伤害仅占到 １ ／ ３。 据笔者近

些年调查分析来看， 盗猎和天敌伤害仍是当前驯鹿数量增长受限的主要因素。

（二） 转型发展

面对生态恶化和无法避免的人为干预等原因， 探索转型发展的新模式，
无疑是振兴和扩大驯鹿养殖业的有效途径。 随着鄂温克驯鹿人的定居和

２００３ 年的 “生态移民”， 鄂温克驯鹿人的驯鹿业转型发展已不可阻挡。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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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搬迁时， 虽然根河市政府为驯鹿搭建了鹿圈， 并修建了自来水系统， 但结

果并不如所预期的。 由于驯鹿难以适应圈养环境， 出现大批死亡， 鄂温克驯

鹿人带着驯鹿重返山林。 显然当时并没有做好转型发展的充分准备， 且对后

续出现的问题预期和处理不足， 如饲料问题， 替代的饲料难以满足驯鹿营养

和适口性的需求； 管理问题， 鹿圈未建立有效的管理技术体系， 缺乏针对性

的养殖技术， 导致出现各种疾病、 厌食等问题。 因此， 如何建立有效的转型

发展之路值得思考。

三　 思考

世世代代以牧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驯鹿人在日常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种驯

鹿生活， 面对 “搬迁”、 “禁猎” 和 “旅游” 的外来冲击， 鄂温克驯鹿人传统

驯鹿生活被打破后出现一系列自我调适阶段的问题， 现在处于不断适应阶段。
首先， 对于鄂温克驯鹿人个体而言， 以驯鹿生活为核心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应该是不能改变的； 其次， 对于整体的鄂温克驯鹿人社区而言， 已经

改变传统的驯鹿生活， 并出现社会分化。 鄂温克驯鹿人虽然没有猎枪， 但是

他们依然喜欢生活在山林中， 鄂温克驯鹿人无疑是受到最广泛关注的 “微
型族群”， 他们在山林中生活上千年所形成的生存哲学无疑是充满智慧的。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 我们应该以更为深刻的眼光看待他们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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