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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传承
∗

娜　 敏

摘要： 本文以实地调研为基础， 结合文献资料， 从传承方式、
传承种类及传承人三个方面探讨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传承。 鄂温

克族桦树皮文化的传承主要遵循岁时节令， 以集体方式传承， 因社

会分工不同， 不同种类的桦树皮制品呈现男女不同性别的传承； 随

着时代的变迁， 当下鄂温克族的桦树皮制品主要分为能够制作的桦

树皮制品以及旅游产业和生活使用的桦树皮制品； 鄂温克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桦树皮制作技艺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并保持活力， 是因为

有着沿袭民族传统文化并付诸行动的传承人， 他们是鄂温克族桦树

皮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创新者。
关键词： 鄂温克族　 桦树皮文化　 传承方式　 传承人

作者简介： 娜敏，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民

族文化。

鄂温克族自古以来生息繁衍的地域处于北半球寒温带， 拥有旺盛生命力

的白桦树肆意生长。 在这一桦树皮文化圈中， 聪慧、 敏锐的鄂温克人创造传

承了其民族独具特色的桦树皮文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 从北亚到北欧再到北

美的环北极圈森林民族中， 分布着本质相同而又形态各异的桦树皮文化。 桦

树皮文化作为树皮文化的重要代表， 是一种古老的、 北半球特有的物质文

化， 其特点是广泛地使用桦树皮为原料， 制造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用具， 承载

∗ 本文为 ２０１８ 年度内蒙古民族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 “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传承研究” （项目

编号： ＢＳ４６０）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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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方森林民族的渔猎习俗、 人生礼仪、 精神信仰、 审美及高超的手工技

艺， 蕴含了丰富的地方知识，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本文从共时角

度， 结合一定的历时梳理， 分析研究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传承方式、 传承

种类及传承人。

一　 传承方式

（一） 集体传承

白桦树的鄂温克语为 Ｓａａｌｂａｎｇ， Ｓａａｌｂａｓｉ 指的是有白桦的①， 地名 “查巴

奇” 为 Ｓａａｌｂａｓｉ 的汉语音译， 意即 “有白桦树之地、 白桦树繁茂之地”。 呼

伦贝尔市阿荣旗查巴奇鄂温克民族乡曾经是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重要传承

地之一，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 记录了查巴奇鄂温克人桦树皮生产的组

织、 分工等。 ８０ 多年前， 查巴奇一带有三四个村子的妇女联合起来， 去一

百多里远的大嘎鲁都奇山、 小嘎鲁都奇山， 进行过剥桦树皮的生产。 “塔坦

达”② 通知出发日期、 集合地点， 让大家做准备。 进山时携带粮食、 锅、
“萨喜格柱” （似撮罗子）、 刀箭、 锥子、 针线、 斧子和渔具， 以及一些生活

用品。 要有一两位老年 （男） 人去给赶车、 做饭和打柴， 他们还打野兽供

大家食用。 桦树皮制品是自愿做什么都可以， 但多合起来做进而再分成

品。③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 随着老人们的逝去， 生产生活的迅速现代化，
查巴奇鄂温克人传统生产方式———狩猎生产的日渐式微， 与狩猎生活密切

相关的桦树皮文化也随之迅速走向衰亡。 如今只能在查巴奇新建的阿荣旗

鄂温克民族民俗博物馆里看到桦树皮制品， 在他们的生活中， 桦树皮制品

已很难寻得踪迹。
生活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使鹿鄂温克人， 一直牧猎于大兴安岭的西北麓，

直至 ２００３ 年才告别狩猎生活下山定居至根河市敖鲁古雅乡。 因为驯鹿的生活

习性， 部分使鹿鄂温克人继续在山林里放牧驯鹿。 桦树皮制品最契合山林生

活， 因而使鹿鄂温克人较好地传承了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 如今他们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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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仍使用桦树皮烟盒、 针线包、 置物盒等。 根河市敖鲁古雅乡被命名为

内蒙古自治区公布的第四批全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桦树皮文化之乡”。

（二） 遵循岁时节令

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鄂温克人， 要在树汁多的 ５ 月剥取树皮， 他们从不因

便利而使用冬季的桦树皮， 须等寒冷过后才能剥取。① 生活于阿伦河流域的

鄂温克人剥取桦树皮是在夏天入伏开始， 在头伏内剥够， 因为之后桦树皮硬

了不好剥。 剥树皮时， 要在桦树皮最厚的部位开刀 （上下）， 才能将桦树皮

整块地剥下来。 开刀的顺序是先下 “上横刀”， 再横切下头， 最后在腹部中

心位置由上而下顺切， 下刀时只切外皮而不伤内皮。 鄂温克人遵循传统的剥

取桦树皮方法， 不会影响桦树的生长， 几年以后待新皮长出， 还可继续利

用。 深谙白桦树生物特性的鄂温克人， 对于桦树皮的采集和制作， 完全是合

着大自然的节律来进行的。
随着桦树皮工艺产业的兴起， 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的中青年人， 开始转

型制作一些受到游客青睐的桦树皮工艺品。 看到商机， 根河市的其他民族也

加入桦树皮工艺品的制作与销售中， 一部分人为了赢利， 不分季节随意剥取

桦树皮， 导致桦树死亡。 为此， 当地林业部门禁止所有人上山剥取桦树皮。
有生产资质的桦木厂， 从俄罗斯进口桦木， 对桦树皮进行高温蒸煮后向外销

售， 当地一些从事桦树皮工艺品制作的作坊就购买这种桦树皮。
然而， 对于鄂温克人来说， 世世代代传承的桦树皮制品的制作， 都是与

山林密不可分的， 除制作桦树皮围子 （撮罗子顶盖用的大张桦树皮） 需要

进行蒸煮外， 其他的桦树皮器皿和器具均无须蒸煮处理， 要么就地取材直接

制作， 要么采用其他手段软化后制作， 不经蒸煮的桦树皮器皿可以保持住桦

树皮本身的色泽。 桦树皮的剥取时令及方法本身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桦树皮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地政府和林业部门应大力支持和配合使鹿鄂

温克人的传承活动， 与此同时严厉打击破坏桦木资源的不法分子。

（三） 女性传承

查巴奇鄂温克人桦树皮制品的制作和传承以女性为主。 “制作桦皮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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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妇女的劳动范围。 深山妇女不敢独自去， 通常都是集体进山， 人多一

起做活儿不感到累， 善裁者裁， 善缝者缝， 长于捻绳者捻绳， 生产效率高，
不会做的很快就学会。 …… ‘塔坦达’ 在山中很忙， 她没有时间做自己的

东西， 做桦皮的技术指导是她的主要职责。 在山里时， 不是这里唤大娘， 就

是那里叫 ‘塔坦达’， 结果 ‘塔坦达’ 一般是拿回一些原料， 回家人们再帮

她做一些东西。”①

使鹿鄂温克人日常所需的桦皮盒 ｔａｓｈｉｋｒｕｋ （塔士尅如克） 和 ｔｕｒｕｓｈｕｋ
（图如硕克）， 还有针线包 ｄｅｋｔｅｋ （德克特克）、 桦皮驯鹿驮箱 ｙｉｌｅｍｅｎｋ （伊
勒孟克） 等， 也都是由女性来制作和传承的。

（四） 男性传承

使鹿鄂温克人的桦树皮制作技艺及传承， 体现出鲜明的男性传承特点。
ｔｕｎｉｓｈ （茶叶盒、 调料盒）、 ｂａｎｇｋｅ （烟盒）、 ｊｉａｗｕ （桦皮船） 以及 ａｏｒａｎｗｅｎ
（鹿哨）、 ｐｉｑｉａｗｅｎ （狍哨）、 ｋｅｐａｗｅｎ （网漂） 等均由男性制作。 笔者在敖鲁

古雅调研时发现， 女性传承人基本不制作 ｔｕｎｉｓｈ 和 ｂａｎｇｋｅ， 阿来克可以做主

干部分， 配料部分 （盒盖、 盒底， 需要刀工和力气） 由男人协助。 国家级

传承人吴旭升说 “这是我们男人做的”， 得克沙告诉笔者： “主要动针线的

都是女人做。” 较为杰出的桦树皮民间艺人也以男性为多数， 如能够制作桦

皮船的安道老人， 还有已经故去的索军、 谢利杰依等。 “在早厉害是索军，
那小子就跟你唠嗑， 拿个小剪子一会儿就剪一个鹿给你， 都不瞅， 拿它当书

签一整搁书里头。 问你要回头的、 不回头还是侧脸的鹿， 都能剪， 几剪子就

出来， 各种动物。”② “我舅舅 （谢利杰依）， 就是达瓦他爸， 做桦皮盒是做

的非常好的。 就是那个盖儿， 木头的， 木头盖儿上还有拽的那个把手， 雕刻

的特别漂亮， 那个咬合纹的花纹也特别好看。”③

随着敖鲁古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传统桦树皮制品中， 形制独特、 样式

美观又具有较强实用性的 ｔｕｎｉｓｈ 和 ｂａｎｇｋｅ， 受到游客的青睐， 调动了使鹿鄂

温克男性制作桦树皮制品的积极性， 因此在传统桦树皮制品的传承上， 男性

传承表现得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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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承种类

随着鄂温克人狩猎生产的终结， 桦树皮文化的传承地如今只剩下敖鲁古

雅乡。 过去鄂温克族在制作与使用桦树皮制品时， 往往是为解决狩猎生产生

活问题， 以实用性为主。 如今制作的桦树皮制品以供游客购买、 满足博物馆

需求为主， 生产生活需求不再占主要地位。

（一） 能够制作的桦树皮制品

这部分桦树皮制品， 曾经为鄂温克人狩猎所需的生产工具及生活工具，
如今主要为博物馆收藏而制作。

１ 桦皮船。 桦皮船 （见图 １） 两端尖而细， 微微向上翘， 状如梭子。
使鹿鄂温克人称桦皮船为 ｊｉａｗｕ （佳乌）， 长度 ６ 米至 ９ 米， 船体呈流线型，
整船较为轻便， 一人就可以扛着走。 在鄂温克族生产、 生活中， 桦皮船既是

交通工具， 又是生产工具， 主要用于渡江渡河、 捕鱼及水中狩猎等生产生活

活动。

图 １　 桦皮船 （摄自呼伦贝尔市博物院）

２ 拟声工具———鹿哨、 狍哨。 鹿哨 （见图 ２）， 鄂温克语叫 ａｏｒａｎｗｅｎ
（敖然翁）， 是使用桦树皮或桦木做的拟声工具。 猎人利用鹿哨吹出公鹿的

叫声， 吸引公鹿。 到了秋季交配期， 一般一只公鹿身边带着三四只母鹿， 身

边没有母鹿的公鹿听见声音就会立刻赶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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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鹿哨

（图片来源： 白丽民主编 《鄂温

克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 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７， 第 ４９ 页）

狍哨 （见图 ３）， 鄂温克语为 ｐｉｑｉａｗｅｎ （皮查翁）， 是猎人用桦树皮做

的， 在打猎时， 以之吹出小狍子的叫声， 骗母狍子前来。 狍哨的制作方法比

较简单， 将一块平滑、 薄厚适中的桦树皮剪成凹形， 然后对折成凸形， 在里

面再划几道竖线即成。

图 ３　 狍哨 （摄自呼伦贝尔市博物院）

３ 桦皮刀鞘。 猎刀是鄂温克人狩猎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 鄂温克

人用桦树皮制作刀鞘， 在砍刀的刀柄上包裹桦树皮。 桦皮刀鞘 （刀库）， 使

鹿鄂温克人叫 ｔａｌｕ ｅｎｅｋｉ （塔鲁恩讷尅）。 “猎刀的刀库， 用桦树皮也可以做，
而且我们这个砍刀把包的那个也可以用桦树皮。 它是粘上， 起到牢固的作

用。 过去我们用的胶是用鱼皮熬的， 还有松树的 （那个） 油， 松树油子熬

完了以后用那个粘， 而且我们做的那个鹿哨， 鹿哨也需要粘这个。”①

４ 桦皮驯鹿驮箱 （见图 ４、 图 ５）。 使鹿鄂温克人用单一的桦树皮制作

而成， 未挂皮革 （通常是驯鹿腿皮毛）， 使鹿鄂温克人称 ｔｉｔａ （提塔）； 外面

挂皮革的， 使鹿鄂温克人称 ｙｉｌｅｍｅｎｋ （伊勒孟克）。 两只袋子连在一起搭在

驯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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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桦皮驯鹿驮箱 （ ｔｉｔａ）
（摄自鄂温克博物馆）

图 ５　 桦皮驯鹿驮箱 （ｙｉｌｅｍｅｎｋ）
（摄自鄂温克博物馆）

除此之外， 还有桦皮碗、 桦皮桶等生活用品， 制作工艺较为简单， 几无

装饰花纹。

（二） 旅游产业及生活使用的桦树皮制品

１ 桦皮茶叶盒、 桦皮烟盒。 此种桦皮盒为使鹿鄂温克人特有的桦皮制

品。 桦皮茶叶盒 （见图 ６）， 使鹿鄂温克人叫 ｔｕｎｉｓｈ （图尼施）， 也可以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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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盐等调料。 盒身有扁有圆， 以扁盒居多。 盒身由双层桦树皮咬合， 咬合纹

饰丰富多样。 盒盖、 盒底多为桦木， 盒盖把手过去多为木制， 雕刻成各种美

观的形状， 现在多以皮条制作把手， 制作起来较为简便。 “那个板嘛， 就是

桦木比较好， 桦木因为硬度好， 花纹也好。 你像有的没有桦木就拿那个松木

了， 做出来没有桦木 （那个） 纹路好， 桦木衬出来那个花纹， 好看嘛， 发

白。 落叶松啥的， 衬出的发红不好看。”①

图 ６　 桦皮茶叶盒

（摄自敖鲁古雅， 吴旭升制作）

桦皮烟盒 （见图 ７、 图 ８）， 使鹿鄂温克人称为 ｂａｎｇｋｅ （邦克）， 小于桦

皮茶叶盒， 制法及纹饰与桦皮茶叶盒相同。 使鹿鄂温克人尤其是老年人， 有

吸口烟的习惯， 使鹿鄂温克人称之为 ｇｕａｎｒ （官儿）。 他们将烟叶弄碎， 和

上木头灰和红茶， 这种烟具有提神的作用。 此种习惯， 同山林生活的防火需

求密切相关， 因为吸口烟不需要明火， 能够避免发生森林火灾。
２ 桦皮盒 （见图 ９）。 使鹿鄂温克人使用， 分为屋内使用的 ｔａｓｈｉｋｒｕｋ

（塔士尅如克） 和屋外使用的 ｔｕｒｕｓｈｕｋ （图如硕克）。 “外头还有一个， （这
种） 是跟 ｔａｓｈｉｋｒｕｋ 一样的大小， 但是花纹是比较鲜艳的， 这个东西它叫

ｔｕｒｕｓｈｕｋ， 这是外面的。 里面的就相当于这个架子、 碗柜。 外头这个是经常

０７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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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桦皮烟盒

（摄自敖鲁古雅， 郭军制作）

图 ８　 桦皮烟盒

（摄自敖鲁古雅， 卜金林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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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的， 不随便进屋的这个。 因为这个在过去鄂温克人这个民俗里头， 屋里

的东西经常用的和不经常用的是不混的。”①

图 ９　 桦皮盒

（摄自根河， 阿来克制作， 双层桦树皮， 缝合）

３ 桦皮针线包 （见图 １０）。 使鹿鄂温克人独具特色的桦树皮制品， 称

为 ｄｅｋｔｅｋ （德克特克）。 体积不大， 一般长约 ２０ 厘米， 宽度在 １２ ～ １５ 厘米，
整体为扁长形女式手包造型， 外侧配有绘制各种图案及颜色的翻盖。

图 １０　 桦皮针线包

（摄自根河， 阿来克制作， 鹿角纹饰）

（三） 以往研究中未曾记录的桦树皮制品

１ 网漂。 使鹿鄂温克语称 ｋｅｐａｗｅｎ （克帕温）。 “这是粘上的， 你把这个

网一拽过来以后， 它这个桦树皮一个一个不是有浮力吗？ 它就始终这样的。
我感觉要是没有 （那个） 它就会沉下去， 因为它那个网的底下有那个纤， 正

好是一个纤对着一个网漂， 鄂温克人织网都那么织， 我就见过我爸织网。”②

２７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②

得克沙、 玛利亚·索口述， 根河市，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访谈人： 娜敏， 整理： 高静贤、 胡

小倩。
玛利亚·索口述， 根河市，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访谈人： 娜敏， 整理： 高静贤、 胡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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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桦皮鞋。 使鹿鄂温克人过去曾经穿桦皮鞋， 使鹿鄂温克人称之为

ｔａｌｕｍａｏｕｎｔａ （塔鲁玛欧它）。 “还穿过这样的鞋。 夏天， 把这个桦树皮厚厚的

煮完了以后缝上， 这就是夏天的鞋， 这就像咱们现在穿的塑料凉鞋一样， 它

是不怕湿的。 因为夏天很多时候在家来回走湿， 咱们这个犴皮的是容易湿

的， 容易坏， 再一个就是热， 所以就做这个鞋。 过去也有穿的， 相当于在家

那种拖鞋， 就这种感觉吧， 凉鞋， 来回走也可以。”①

三　 传承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传承人定义为： 在社区中复制、 传承、 改造、 创造和

创制某种文化的社区成员， 这些成员的上述传承活动得到整个社区的认可。 传

承人扮演多重角色， 他们可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 实践者， 也可以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者。 该定义比较准确地界定了传承人的内涵和特征， 既

包括普通传承人， 也包括代表性传承人。② 鄂温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桦树皮制

作技艺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并保持活力， 是因为有沿袭民族传统文化并付诸行

动的实践者们， 他们是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创新者。

（一） 索伦鄂温克桦树皮技艺传承人

１ 传承人涂秀兰。 女， 生于 １９４７ 年， 索伦鄂温克人。 出生在阿荣旗得

力其尔鄂温克民族乡， 自幼丧母， 父亲一手将她带大， 她的父亲是个出色的

艺人， 善于制作桦树皮制品。 涂秀兰回忆道： “父亲手非常巧， 能编苇子的

炕席， 会打大轱辘车， 能制作各种各样的桦树皮桶、 盒子。 那时候做大水缸

那么大的桦树皮桶， 周围用杨木条子固定。 原来我家仓房大大小小都是桦树

皮， 那时候装粮食， 磨完米， 装米面啥的都用那个桦树皮， 还有水桶，
ｋｏｎｇｅｉ （水桶）， 还有 ｍａｔａ （桦皮盒） ……我印象很深， 所以退休以后没事

我就琢磨这个， 很多桦树皮制品都存在博物馆， 我就想怎么能让桦树皮工艺

流传下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鄂温克民族的桦树皮文化。 我的儿子、 两个

姑爷， 还有老姑娘都会做， 我的小孙女现在也跟着我做桦树皮盒。 我儿子和

３７浅析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传承　

①
②

玛利亚·索口述， 根河市，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访谈人： 娜敏， 整理： 高静贤、 胡小倩。
田艳： 《民族文化补偿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第 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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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爷做得挺好， 干净还巧， 不用缝， 套进去的， 那种三角形的。”① 涂秀兰

现居住于鄂伦春自治旗小二沟， 她执着于传承鄂温克族的桦树皮文化， 身体

力行地传承着索伦鄂温克的桦树皮传统制作技艺 （作品见图 １１、 图 １２），
却没有获得任何的称号和待遇， 也完全不了解是否能申报、 如何申报传承

人。 笔者建议涂秀兰在鄂伦春旗申报， 无论她的制作技艺、 传承谱系， 还是

她的传承行为， 她完全符合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传承人的条件和资质。

图 １１　 桦树皮阿嫩汗 （涂秀兰提供图片， 涂秀兰制作）

图 １２　 彩绘桦皮盒 （涂秀兰提供图片， 涂秀兰制作）

４７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涂秀兰口述， 鄂温克族自治旗，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访谈人： 娜敏， 整理人： 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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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传承人那春林。 男， 生于 １９６４ 年， 索伦鄂温克人。 居住生活于查巴

奇鄂温克民族乡， 民间艺人， 阿荣旗大轮车制作技艺传承人。 他多才多艺，
从父母及当地的老人那儿， 习得很多鄂温克族传统狩猎用具及生活用品制作

技艺， 擅长制作大轮车、 地箭、 滑雪板、 婴儿摇篮等。 他能够熟皮子， 制作

狍皮衣物、 手套及鞋子， 能够制作桦皮摇篮模型及小型桦皮盒 （见图 １３）。

图 １３　 微型桦皮摇篮、 桦皮盒 （那春林提供图片， 那春林制作）

（二） 使鹿鄂温克桦树皮技艺传承人

１ 国家级传承人吴旭升。 男， 生于 １９７４ 年， 使鹿鄂温克人。 在山上跟

着老猎民学习桦树皮制作技艺， １０ 岁左右开始制作桦皮制品。 擅长制作使

鹿鄂温克人传统的 ｔｕｎｉｓｈ （茶叶盒、 调料盒）、 ｂａｎｇｋｅ （烟盒）， 能够制作小

型桦皮船模型。 ２０１７ 年年底被评为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
吴旭升未受过专门美术训练， 能够制作桦皮画 （见图 １４）、 木板刻画、 木雕

及驯鹿角雕刻等工艺品。 他创作的驯鹿作品， 无论是剪的、 画的还是刻的，
都相当传神， 令人印象深刻。

２ 根河市级传承人德克丽。 女， 生于 １９７２ 年， 使鹿鄂温克人。 擅长制

作使鹿鄂温克特色桦树皮制品 ｄｅｋｔｅｋ （桦皮针线包） 等。 德克丽在传统制

品的基础上创作桦树皮挂盘 （见图 １５） 等桦树皮工艺品， 还制作桦树皮项

链、 耳环等。 同样未曾学过美术的她， 却能在桦树皮工艺品上将驯鹿等图案

绘制得惟妙惟肖。 同时， 她擅长鹿角骨雕、 毛皮制品制作， 为自治区级敖鲁

古雅使鹿部落猎民服饰传承人。

５７浅析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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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桦皮画 （吴旭升制作）

图 １５　 桦树皮挂盘 （摄自敖鲁古雅， 德克丽制作）

３ 传承人玛利亚·索。 女， 大约生于 １９２８ 年， 使鹿鄂温克人。 传承使鹿

鄂温克传统桦树皮制品的制作， 能说出所有桦树皮制品的使鹿鄂温克语名称，
可以清楚地解释各种桦树皮制品的具体用途。 老人及其女儿得克沙提供的使

鹿鄂温克人过去用的网漂、 穿的桦皮鞋， 之前从未在文献资料中记录过。
４ 传承人安道。 男， 生于 １９４０ 年， 使鹿鄂温克人。 传承使鹿鄂温克桦

皮船制作技艺， 制作 ｔｕｎｉｓｈ、 ｂａｎｇｋｅ， 会制作鄂温克猎刀、 口弦琴等。 呼伦

贝尔市级鄂温克狩猎工具传承人。
５ 传承人安塔。 女， 生于 １９４４ 年， 使鹿鄂温克人。 传承使鹿鄂温克传

统桦树皮制品的制作。 老人很骄傲地对笔者讲： “看别人做 （桦皮制品） 就

会做， 啥都会做。 会皮子活儿、 熟皮子， 会做皮手套、 皮衣、 皮裤、 皮帽、
鞋子。”① 自治区级鄂温克族熟皮子技艺传承人。

６ 传承人阿来克。 女， 生于 １９５８ 年， 使鹿鄂温克人。 曾任内蒙古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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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塔口述， 敖鲁古雅，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访谈人： 娜敏， 整理： 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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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六届人大代表， ２００２ 年从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工会退休。 她

擅长讲述鄂温克族民间故事、 制作手工艺品。
７ 传承人李明。 男， 生于 １９７５ 年， 使鹿鄂温克人。 其桦树皮制作技艺

师承自老猎人安道。 李明主要制作使鹿鄂温克传统的 ｔｕｎｉｓｈ 和 ｂａｎｇｋｅ， 将其

作为旅游产品进行销售。
８ 传承人卜金林。 男， 生于 １９６４ 年， 索伦鄂温克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期由扎兰屯萨满街鄂温克民族乡来到老敖乡， 跟使鹿鄂温克人学会了

ｔｕｎｉｓｈ 和 ｂａｎｇｋｅ 的制作。 ２００５ 年开始从事旅游纪念品生产， 主要制作使鹿

鄂温克传统桦皮盒、 桦皮烫画和鹿角雕刻工艺品。 他的妻子张国凤制作各类

特色工艺品， 如桦皮挎包、 毛皮挎包等。
此外， 还有笔者未能采访到的达瓦、 何海清、 郭军等鄂温克族桦树皮技

艺传承人。 这些传承者及其传承的民族技艺， 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非遗只有在社区民众世代认同、 持续实践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也须有社区

民众的自觉呵护才会传承下去， 如果非遗所在群体不再认同它们， 不再传

承， 保护就是镜花水月。”①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ｗｅｎｋｉ Ｂｉｒｃｈ Ｂａｒｋ Ａｒｔ
Ｎａ Ｍ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ｗｅｎｋｉ ｂｉｒｃｈ ｂａ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ｓ Ｉ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ｉｒｃｈ ｂａｒ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ｂｉｒｃｈ ｂａｒ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ｓ ｏｆ ｂｉｒｃｈ ｂａｒｋ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Ｅｗｅｎｋｉ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ｂｉｒｃｈ ｂａ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ｗｅｎｋ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ｗｅｎｋｉ； Ｂｉｒｃｈ Ｂａ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ｏｒ

７７浅析鄂温克族桦树皮文化的传承　

① 钱永平： 《ＵＮＥＳＣＯ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述论》，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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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