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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北极民族北方通古斯人及其文化变迁

唐　 戈

摘要： 中国近北极民族北方通古斯人包括国家承认的两个民

族： 鄂温克和鄂伦春， 鄂伦春族的内部差别较小， 鄂温克族的内部

差别较大， 包括索伦、 通古斯和雅库特三个族群。 以 １９４９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时间节点， 北方通古斯的文化变迁可分为前后

两个阶段。 北方通古斯人自清朝到现在， 其文化变迁大体可以概括

为两种类型： 来自官方的指导性变迁和因与主体民族接触而产生的

涵化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清朝政府对北方通古斯人的指导性变迁主要

是出于管理的需要而施行的一套行政组织。 １９４９ 年之后， 从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的 “定居” 到 ９０ 年代中期， 再到 ２１ 世纪初的 “禁猎”，
北方通古斯人的传统被彻底改变。

关键词： 近北极民族　 通古斯人　 文化变迁

作者简介： 唐戈，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一　 近北极地区与近北极民族

如何定义近北极民族？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 一个角度是文化的

角度， 即生活在非北极地区而在文化与生活上和在北极地区的原住民接近

的民族。 北极地区原住民文化包括渔猎、 饲养驯鹿、 生食动物 （特别是内

脏）、 圆锥形帐篷、 小集群 （相比农业社会的村庄） 和游动性、 萨满教等

多个基本特点。 那么在中国， 与这种文化最接近的民族就是鄂伦春族、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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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族和一部分鄂温克族， 其中鄂温克族又包括驯鹿鄂温克人和一部分索伦

鄂温克人。
另一个角度是地域的角度， 即生活在近北极地区的民族就是近北极民

族。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近北极地区。 从字面上可以把近北极地

区定义为靠近或接近北极地区的地区。 北极地区地理环境的典型特点是气候

寒冷、 永久性冻土以及冰原和苔原地貌等， 那么近北极地区在地理环境上与

北极地区一样， 也具备气候寒冷和永久性冻土两个特点， 区别在于近北极地

区的地貌特征没有冰原以及苔原不够典型。 近北极地区的地貌主要包括针叶

林 （泰加林）、 草原、 苔原与泰加林的过渡地带以及泰加林与草原的过渡地

带等 ４ 种类型。
谈到永久性冻土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定语 “高纬度”， 即高纬度永久性

冻土， 以与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高海拔永久性冻土相区别。 如此， 中国的近

北极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和新疆两个地区， 其中东北地区主要分布于西北

部，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 （整个呼伦贝尔市以及兴安盟和锡林郭勒

盟的一小部分地区） 和黑龙江省的西北角 （漠河县、 塔河县等）。 新疆的近

北极地区主要分布在阿勒泰地区的北部。
东北的近北极地区包括 ３ 种典型的地貌， 即泰加林、 草原以及泰加林与

草原的过渡地带。 泰加林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与黑龙江省接壤的大

兴安岭北段以及内蒙古兴安盟的阿尔山市， 这是遍及亚欧大陆北部泰加林带

分布的最南端。 草原包括整个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锡林郭勒草原的一小部分，
这是遍及亚欧大陆内陆草原的最东缘。 泰加林与草原的过渡地带主要分布在

大兴安岭北段与呼伦贝尔草原的衔接地带， 包括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中南部

即三河地区①， 以及牙克石市的中部。 与泰加林带的游猎和草原地区的游牧

不同的是， 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生计方式是农耕， 其中以生活在内蒙古额尔

古纳市中南部即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族和回族②的农耕生计方式最为典型。
如此， 中国的近北极民族， 即生活在近北极地区的民族主要包括汉、 蒙

古、 哈萨克、 达斡尔、 鄂温克、 鄂伦春、 俄罗斯、 回等 １０ 个民族， 其中蒙

古族包括巴尔虎、 察哈尔、 布里亚特、 厄鲁特和图瓦等 ５ 个分支。

３２１中国近北极民族北方通古斯人及其文化变迁　

①
②

因额尔古纳河南部右岸的三条支流———根河、 得尔布干河和哈乌尔河而得名。
三河地区的回族是 １９５６ 年当地俄侨大规模迁离 （１９５４ ～ １９５５ 年） 后从山东德州地区迁入

的， 他们占据了这一地区最好的部分， 包括从三河镇到得尔布干河以及得尔布干河沿岸的

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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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境内的北方通古斯人

“北方通古斯人” 是一个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使用的族群分类概念， 这

个概念早在苏联、 中国和蒙古国等国进行民族识别之前即已为学术界提出并

使用， 并因俄罗斯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史禄国率先在中国使用而为中国学

术界所熟知。 北方通古斯人作为一个族群包括后来民族识别而被认定的三个

民族， 即鄂温克 （埃文基）、 埃文和鄂伦春。 其中鄂温克 （埃文基） 是跨俄

罗斯、 中国和蒙古国的跨界民族， 埃文是俄罗斯独有的民族， 鄂伦春是中国

独有的民族。
中国境内的北方通古斯人包括官方认定的两个民族： 鄂温克和鄂伦春。

这两个民族分别于 １９５７ 年和 １９５３ 年被识别。 鄂伦春族的内部差别较小， 鄂

温克族的内部差别较大， 包括索伦、 通古斯 （卡穆尼堪） 和驯鹿鄂温克

（雅库特） 三个族群， “鄂温克” 是驯鹿鄂温克人的自称。
鄂伦春和索伦是清朝早期从黑龙江北岸迁到大小兴安岭和嫩江流域

的； 驯鹿鄂温克是 １８２５ 年前后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右岸地区

迁到大兴安岭西北坡的； 通古斯是 １９１７ 年受俄国革命的影响从俄罗斯后

贝加尔地区迁到呼伦贝尔草原的。 鄂伦春和驯鹿鄂温克是游猎的群体； 通

古斯是游牧的群体； 索伦的情况比较复杂， 有游猎和游牧的， 也有农耕

的。 游猎的群体可以看作原生形态的， 游牧和农耕的群体可以看作次生形

态的。 游猎的群体根据所使用的交通工具， 分为骑马和使鹿 （驯鹿） 两个

部分， 其中骑马的部分包括鄂伦春和一部分索伦， 使鹿的部分只有驯鹿鄂

温克。

三　 中国境内北方通古斯人的文化变迁

以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时间节点， 中国境内北方通古斯人

的文化变迁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 １９４９ 年之前的文化变迁

清初， 鄂伦春族和索伦人被编入八旗组织。 其中鄂伦春族分为摩凌阿和

雅发罕两部分。 摩凌阿鄂伦春指被编入八旗组织而分散到各地驻防的鄂伦春

４２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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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这部分人后来随着清朝社会的变迁而融入了其他民族中。 雅发罕鄂伦春

实行的是八旗制度的一种变体， 即 “路佐制度”， 这种制度对鄂伦春族的社

会组织和族群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他们定居时都是

以 “佐 （佐领）” 为单位建立村庄的。
索伦最初从黑龙江北岸迁到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时， 只有游猎和农耕两

部分， 其中居于嫩江两岸的从事农耕， 居于大兴安岭的从事游猎。 １７３２ 年

一部分索伦人被官方迁到呼伦贝尔草原， 驻守呼伦贝尔城 （今海拉尔）， 这

部分人遂转而从事游牧， 从当地蒙古族的文化中采借了相当多的元素。 清

代， 索伦人的氏族组织受到满族氏族组织的影响， 分哈拉、 莫昆两级， 并且

这两个词也是从满语中采借的。 此外， 索伦人还总是与达斡尔族毗邻而居，
特别是农耕的群体， 受达斡尔文化影响较深， 普遍与达斡尔族通婚， 会讲达

斡尔语。
驯鹿鄂温克人早在俄罗斯境内时， 就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迁到中国

境内后， 依然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直到 １９１７ 年俄国革命前， 驯鹿鄂温克

人都拥有俄国国籍， 向俄国纳税。 他们把人头税交到对岸俄罗斯的三个村

庄 （其中两个村庄在黑龙江对岸， 一个村庄在额尔古纳河对岸）， 并与这

三个村庄的俄罗斯人进行贸易， 在这三个村庄的东正教教堂举行洗礼、 婚

配和葬礼等圣事。 １９１７ 年俄国革命后， 驯鹿鄂温克人与俄罗斯人的关系转

为移民到中国境内的俄侨的关系。 在与俄罗斯人的接触过程中， 驯鹿鄂温

克人从其文化中采借了太多的元素， 其中除了物质上的元素， 也包括精神

上的元素。 采借在宗教上表现为一种叠加的二重性， 即萨满教和东正教的

二重性。

（二） １９４９ 年之后的文化变迁

１９４９ 年之后， 中国境内的北方通古斯人在国家政策影响下， 其文化都

不同程度发生了变迁。 相比较而言， 农耕群体变迁程度最小， 其次是游牧的

群体， 最为剧烈的是游猎群体。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５８ 年， 鄂伦春族陆续在大小

兴安岭十几个地方 “定居” 下来。 集体化时代， 鄂伦春族和游猎的索伦人

在保持游猎的同时， 开始尝试农耕。 与此同时， 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汉族林

业工人的定居点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遍布大小兴安岭， 北方通古斯

人的村落散落在它们中间。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到 ２１ 世纪初， 鄂伦春族和游猎的索伦人从制度和

５２１中国近北极民族北方通古斯人及其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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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层面停止游猎， 全面转向农耕。 驯鹿鄂温克人是 ２００３ 年从制度和法

律层面停止游猎的。 同为游猎的群体， 与鄂伦春和索伦不同， 驯鹿鄂温克

人在放弃游猎时， 不是转向农耕而是牧放驯鹿。 驯鹿过去仅仅是驯鹿鄂温

克人的交通和运输工具， 现在成了他们主要甚至唯一的经济来源。 最初他

们是靠出售驯鹿茸生活， 现在一部分人靠旅游业为生， 夏季他们靠驯鹿吸

引游客。
通古斯和游牧的索伦在经历了集体化之后， １９９５ 年， 政府把原来公共

的牧场按户分割成小块， 不久他们就在属于自己的草场内建起了砖房。 不过

在分割牧场的同时， 地方政府 （旗） 还保留了一大片公共的夏牧场， 通古

斯人在的莫勒格尔河地区拥有呼伦贝尔草原最大的夏牧场。
除此之外， 农耕和游猎的群体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与外界交往增多， 普遍与

汉族通婚， 日常交际语言普遍使用汉语， 其民族语言和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

衰落， 而游牧的群体与外界交往较少， 其民族语言被较好地保留下来。
总之， 中国境内的北方通古斯人自清朝建立以来， 其文化变迁大体可以

概括为两种类型： 来自官方的指导性变迁和因与主体民族接触而产生的涵化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清朝政府对北方通古斯人的指导性变迁主要是出于管理的

需要而施行的一套行政组织。 这套行政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北方通古

斯人原有社会组织基础之上的， 因此对其文化的改变不是很大。 另外， 驯鹿

鄂温克人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 除了向俄国纳税， 即每个成年男子 （２０ ～
５０ 岁） 每年交 ３ 卢布的人头税， 俄国官方并没有对其实施太多的指导性的

变迁。
１９４９ 年之后， 来自官方的指导性变迁对游猎群体改变可谓根本性的巨

变。 先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定居”， 继之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到 ２１ 世纪

初的 “禁猎”， 北方通古斯人的传统被彻底改变。 只有驯鹿鄂温克这个小

集群在与政府反复讨论协商之后， 从原来的 “一元论” 游猎变为现在的

“二元论”， 即定居与森林游牧的交替进行。 单就游动而言， 过去和现在也

很不一样， 过去是游猎， 游动的频率相当大， 现在是游牧—牧放驯鹿， 一

年只搬几次家。 可以这样说， 只有这个小集群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有北方通

古斯人原生文化： 生活在泰加林里， 饲养驯鹿， 住帐篷， 每隔一段时间搬

一次家。 但由于他们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与外界频繁交流互动， 以至于

北方通古斯语虽然存在于他们中间， 但使用者越来越少， 成了一种濒危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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