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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海象史：8—20 世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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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重点对长期视角下北极海域冰湖内及周边的海象

与人类关系进行研究。本研究借鉴生物学、考古学、古动物学、历

史学和民族志资源之整合，时间涵盖公元 8 世纪到 20 世纪后期。该

研究表明，在整个上述时期，海象都是肉类、脂肪和其他产品的重

要来源，其他动物资源时作补充。可以认为，海象分布和行为以及

史上人类狩猎策略与技术不仅构成了该地区人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成为丰富想象力的来源。也可以进一步认为，

即使在海冰状况变化使猎象活动日益受限的今天，海象和猎象活动

仍然在北极海域周边社区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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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探讨大西洋海象（Odobenus rosmarus）在北极海域冰湖地区的作

用。历年来，海象为该地区的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塑造

了狩猎经济和人们的愿景，而且为人类（包括狗）提供了丰富的肉和脂肪、

皮革、象牙和想象力（如 Vibe， 1950； Born， 1987； Born et al.， 1995， 2017 

and references therein）。可以说，海象也有自己的历史——或从长期视角而言

（Born， 2005），或从整体分布和迁徙的变化之短期视角而言（例如 Stewart et 

al.， 2014），以及海象对气候和狩猎行为的反应而言（如 Born， 1987； Born et 

al.， 2017）。这两个时间尺度都影响本文重点研究的人与动物关  系。

更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海象在世代定居于此的狩猎人群的经济、社

会生活、图景中作为主体行为者的重要意义。即使在今天，尽管由于气候

变化原因引起的迁徙模式变化而使接近它们变得越来越困难，但猎象仍是

因纽特人狩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Born et al.， 2017），体现了生活在阿瓦

涅苏克（Avanersuaq，或称“大北方”，自 20 世纪初以来通常称为“极北之

地”）人群的各种祈愿。因此，海象也成为辩论焦点，一些猎人坚持要求他

们拥有无限的获取权限和传统狩猎的可持续性，而海洋生物学家和管理机构

则希望根据对种群数目的科学评测确保海象种群和海象猎捕的长期共生（如 

NAMMCO， 2006， 2010； Witting and Born， 2014； Born et al.， 2017）。

本文分析了北极地区进行的新考古调查和古动物学成果，以及前期考

古和历史资源的重新评估结果。基于上述证据和相关历史文献，我们试图阐

释海象如何、何时以及为何对高北极地区社会生活一直赖以生存的生活资

源的财富和挑战具有象征意义。地理重点是北极水域，这对应了已知的北

巴 芬 湾 海 象 种 群 分 布（NAMMCO， 2010； Andersen et al.， 2014； Stewart et 

al.， 2014），并结合史上北极人群所居的围绕北极的最大土地面积，即从约克

角（Innaanganeq）之尖端，北至华盛顿地，穿越埃尔斯米尔岛（Umingmak 

Nuna）东海岸，南至法拉第角（Cape Faraday）（图 1a， b）的海冰与土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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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与福克斯盆地（Foxe Basin）、加拿大北极和东北格陵兰岛的相关考古、

历史和古动物学来源进行比较研  究。

海象生活史、生态与分布

海象是一群高度群居的鳍脚类动物，往往结成小群组活动，在冰上或陆

地上结对休息、蜕皮和生育幼崽（Fay， 1982）。它们在移动的冰块或流冰、

薄冰区域栖息，能够击穿 20 厘米厚的冰层，或在更厚的冰中打孔。尽管海

象可以各种各样的底层无脊椎动物为食，但以一些双壳类动物为主要食源

（Vibe， 1950； Born， 2003）。

最近在史密斯海峡（Smith Sound）研究海象觅食行为得出的结论是，海

象大多数觅食潜水深度均小于 100 米（也观察到更深的潜水行为［Garde et 

al.， 2018］），这与海象首选猎物海水蛤类的水深分布十分吻合（Vibe， 1950）。

因此，海象的零星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冰的覆盖范围和厚度以及猎物的分

布（Born， 2005）。由于包括北极在内的大多数冰湖在冬季冰情较弱，并且浅

水滩上有适合的海象食物，因此海象是典型的“冰穴动物”（Polynya animal）

（Born，2005）。这使得海象成为因纽特人重要稳定的食品和原材料来  源。

海象性成熟较晚，北极的大西洋海象性成熟平均年龄为雌性大约 6 岁，

雄性大约 11 岁（Born， 2001，2003）。生殖周期基本上是 3 年，雌性每 3 年

生一胎，幼象与其母同住至少 2 年（Born， 2001）。通常，种群增长能力较

低（如 Born et al.， 1995 and references therein），尽管也有每年最高种群增长

率可达 7% 至 8% 的记录（Kovacs et al.， 2014）。此外，海象很容易受到环境

变化的影响（如 Laidre et al.， 2008），人们对气候变化影响大西洋海象的方式

和程度意见不一（参见 Born， 2005； Born et al.， 2017）。由于海象分布比较集

中，捕猎海象相对比较容易（Born et al.， 1995： 9）。

通 常， 海 象 与 白 鲸（Delphinapterus leucas）、 独 角 鲸（Monodon 

monoceros）、髯海豹（Erignathus barbatus）和斑海豹（Phoca hispida）一起

在北极冰湖越冬，很大一部分在格陵兰岛沿岸的冰湖东侧（Born et al.， 2004； 

Heide-Jørgensen et al.， 2016）。在无冰的夏季，海象分布更为受限，主要局限

于加拿大埃尔斯米尔岛的东海岸。因此，除个别与种群失联的海象，格陵兰

岛水域夏季几个月中几乎没有海象（Stewart et al.， 2014； Born et al.， 2017， 

56ff）。在北极地区，海象按性别和年龄区分聚集，雌海象和幼象活动区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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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成年雄海象更加靠北（Vibe， 1950； Born et al.， 2017）。

过去几十年的海象研究清楚地表明，无论史上还是近代，人类社会都在

迁徙路线变化、种群结构、种群数目、性别分布等方面对海象种群产生了重

大影响（如 Born et al.， 1994， 1995； Wiig et al.， 2007： 74； Witting and Born， 

2014）。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北极海域的海象亚群有恢复的迹象（Witting 

and Born， 2014）。20 世纪上半叶，据说海象在每年 6 月和 7 月从南部涌入北

极地区（Freuchen， 1921； Vibe， 1950）。然而，最近的航测无法确定这种迁移

方式，这意味着迁移路线和迁移时间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Born et al.， 1994， 

1995， 2017）。大约在 20 世纪初，在利特尔顿岛（Pikiuleq）以及该岛对面的

海岸上仍然存在着一个陆上栖息地（Hayes， 1867； Peary， 1917； Freuchen， 

1921）；此外，韦伯（Vibe）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间被一位当地猎人告知，在

沃尔斯滕霍姆（Wolstenholme）峡湾还有两处海象栖息地（Vibe， 1950）。现

在，格陵兰一侧的北极陆上栖息地都已废弃（Born et al.， 1995： 52； 2017）。

图 1 A 文中提及的重要考古地址       B 重要地址及其文化构成

虽然斑海豹是格陵兰沿海、加拿大北极地区和阿拉斯加地区所有史前

人类生存的基石（如 Murray， 1996， 1999； Woollet et al.， 2000），沿海的因

纽特人和他们的先辈也猎获和利用海象，尽管不同时期的捕猎强度和方式不

尽相同。斑海豹一年四季无处不在，而海象和其他大型海洋和陆地哺乳动物

在空间和季节上的分布更为受限，因此可及性不如前者。一个猎人就可以轻

松地捕获、处理和运输一只斑海豹。相比之下，海象体型更大，还可能具有

攻击性，会攻击皮艇或从薄冰下方追逐猎人，雌海象还会坚强地保护幼象

（Nelson， 1969： 363； Freeman， 1975： 150； Fay， 1982； Born et al.， 2017）。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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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猎捕海象风险较高，可能导致猎人受伤甚至死亡。集体狩猎策略把

个体猎人的风险降到了最低。集体狩猎得到的猎物由集体分享，基本做到了

公平分配（如 Holtved， 1967： 116—122）。此外，一年中猎物多寡的不稳定

需要一个完善的存储系统（如 Murray， 1999： 476）。

基本而言，现在（过去亦然）有四种捕猎海象的方法：第一，在薄冰上

狩猎：海象刺破薄冰呼吸，猎人则用镖枪进行捕猎。这种狩猎方法多在初冬

和春季使用，冰上积雪太厚时捕猎会受到影响（如 Vibe， 1950； Born et al.， 

2017）。第二，是在冰块上进行狩猎，因为海象可能会出来在此间活动。第

三，在夏季和初秋时分，乘皮艇（现为汽艇）在开阔水域中进行狩猎。最后，

海象在陆上场所活动时，也可以进行陆上捕猎（Born et al.， 2017）。几个世纪

以来，情况虽不尽相同，但仍存在显著的连续性，我们将在以下各节中进行

说  明。

资料与方法

来自格陵兰岛地区的考古学和古动物学原始资料十分丰富，反映了 80

年 来 不 断 变 化 的 科 学 发 掘 工 作。1935 年 至 1937 年 和 1946 年 至 1947 年 期

间，霍尔特维德（1944a，b，1954）对该地区进行了首次系统地大规模发

掘。尽管高北极地区的保存条件极好，但霍尔特维德并未发现动物遗体（有

机 物 工 具 除 外 ）。 在 过 去 的 几 十 年 中，1996 年 和 1997 年 的 发 掘 活 动 补 充

了 霍 尔 特 维 德 的 发 现。 在 英 格 尔 菲 尔 德 地 区（Inglefield Land） 的 赫 瑟 顿

湾（Hatherton Bay）进行的“格陵兰门户”（Gateway to Greenland）项目首

次在该地区发现了动物遗体，具体而言，来自四个多塞特晚期遗址（Appelt 

and Gulløv， 1999； Christensen， 2000）。通过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考古调

查和发掘，英格菲尔德地区考古项目（ILAP）从多塞特晚期和北极早期文

化遗址发现了大量新信息和人工制品（Darwent et al.， 2007， 2008； Darwent 

and Foin， 2010； Darwent and Johansen， 2010； LeMoine and Darwent， 2010； 

Johansen， 2013）。最后，北极研究项目（NOW Project）2014—2017 年从努

利特遗址的男人屋（qassi）前的贝丘堆中挖掘获取了利用海象的新数据，并

与印南加内克（Innaanganeq）和匹图非克（Pittufik）遗址的动物骨骼综合

表层识别（comprehensive surface registrations of animal bones）进行综合研

究（Grønnowet al.， 2015，2016，2017；Mønsted， 2016）。 自 20 世 纪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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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在北极冰湖的加拿大一侧进行了广泛的野外考古活动，特别是在埃

勒斯米尔岛东部的中间地区，涵盖了该地区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埃勒斯米

尔岛的考古学和古动物学资料都已出版发行，并且构成了整个北极研究的

重要参考框架（McCullough， 1989； Schledermann， 1996； Schledermann and 

McCullough， 2003）。

关 于 古 动 物 学 定 量 方 法， 是 对 动 物 骨 骼 通 过 鉴 定 标 本 数 量（NISP，

number of identified specimen）进行量化。NISP 通常被认为是衡量古动物学

遗迹中生物分类学丰度的基本单位（如 Lyman， 1996）。为了计算生物量（或

TBM，total body mass），还进行了最小个体数（MNI，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s）计算。按照 NISP 标准，对海象丰度进行了确认和定量，并排除

了工具生产和象牙提取产生的小碎片、阴茎骨、下颌骨和上颌骨碎片的影响，

以使海象碎片的数量与其他被猎动物具有可比  性。

除了史前资料之外，本文还包含了相关报道和档案资料以及最新的民族

志资料。当涉及分析方法时，本文遵循基于实证知识之上的情境阐释和跨文

化（或跨时间）比较研究。反之，这种阐释也拓宽了对史前情境的可能性分

析范围，并可能对海象作为古今人类之主要资源作出更普遍的结 论。

史前史上的海象重要性

没有更广阔的地理视野，就无法理解北极海象狩猎的史前历史。因此，

我们分析了中加拿大北极地区福克斯盆地的动物考古资料，该地区的海象

具有全年的稳定来源（如 Born et al.， 1995）。关于海象狩猎的最早的特定

文化适应可能发生在福克斯盆地地区的前因纽特—多赛特群体中（Murray， 

1996， 1999）。 例 如， 包 括 在 萨 尼 拉 贾 克（Sanirajak） 地 区 的 废 墟 岛 时 期

遗址（Desjardins， 2013）说明了在福克斯盆地捕猎海象的重要性，该遗址

在某些方面与上述努利特遗址相似。我们还将参考赫瓦尔罗斯（Hvalros 

Ø，东北格陵兰岛）的后废墟岛时期的考古记录，以及来自伊鲁米纳苏特

（Illuminerssuit）地区废墟岛时期新近分析的考古记录（Kap Seddon， Eastern 

Melville Bay［Qimusseriarsuaq］ ）。

戴克等（1999）研究了加拿大周边北极和大西洋地区的海象记录，认为

少量的海象遗骸可追溯到前因纽特文化早期所谓“北极小石器传统”时期，

约公元前 2400 年至公元前 500 年间。他们认为，海象遗骨既包括食用废弃



32  北冰洋研究（第三辑）

物，也包括不与饮食有关的遗物（Dyke et al.， 1999， 173f）。在北极格陵兰海

岸上，前因纽特文化早期之证据偶有发现，为数不多的遗址缺乏有机物质的

发现（如 Sørensen， 2010）。在加拿大福克斯盆地伊格洛里克地区（图 1a，第

15 号）的前因纽特—多塞特遗址（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500 年）中发现了大

规模海象捕猎的第一批实质证据（Murray， 1996， 1999）。海象狩猎的相对重

要性增加（Murray， 1999； 亦见 Dyke et al.， 1999）导致多塞特遗址的住所及

其垃圾残余比其先辈时期的数量多了许多（亦即 pre-Dorset cultures）。这促进

了人口增长，并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稳定（Murray， 1996， 1999）。有趣的

是，集体狩猎活动中出现了更多的装饰性镖枪头，这可能标志着猎物所有权，

也表明了猎人与海象分配之间的关系（Murray， 1999， 474f）。位于北极边缘

的前因纽特—晚期多塞特遗址（约公元 700—1300 年）表现出相似的模式，即

居住结构更重，贝丘更深，可能是该地区活动性降低的结果，说明集体性的

海象狩猎在经济、社会组织和世界观中起着重要作用（Schledermann， 1990； 

Appelt and Gulløv， 1999； Christensen， 2000）。

通常认为，格陵兰北极地区的人类长期生存历史是不连贯的，人类可能

在开始阶段持续存在 200—500 年，而其后连续 100—1000 年则偶有或少有

人类存在（图 1）。在以下段落中，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日期均为校准日期。

在目前的背景下，人类在北极地区定居的时间起点为前因纽特时代的多塞特

晚期（有时称为 Tunit），约在公元 8 世纪。后多塞特群体在该地区存在似乎

是连续不断的，直到其在公元 13 世纪后期消失为止（如 Appelt and Gulløv， 

2009）。这与公元 13 世纪某个时期白令海峡因纽特人迁入北极东部的时间同

步或部分吻合（Friesen and Mason， 2016； Hastrup et al.， 2018）。早期阶段被

称为废墟岛时期。它的地理范围尚不十分清楚，但到了 14 世纪，从北梅尔维

尔湾以北到哈尔地（Hall Land）以及沿埃尔斯米尔岛的东中部已经建立了因

纽特人居所（Holtved 1944a， b， 1954； McCullough， 1989）。从北极地区的 10

个已知的废墟岛阶段因纽特人遗址中发现的建筑布局和考古资料（图 1b）清

楚地表明，社区是围绕多人乘皮舟（umiaq）的主人为首的须鲸和海象集体狩

猎者组织而成的。建筑风格表现为所谓的“男人屋”（men’s house）。这一皮

舟组织可能涉及来自村中各个家庭的全体船员（见 Savelle， 2002； Mønsted， 

2016）。

从 15 世纪初开始，相当一部分人口可能搬出了北极地区，并定居在东

北格陵兰地区（Sørensen and Gulløv， 2012）。同时，或许较此早一个世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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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其他因纽特人群体向南移动并定居在梅尔维尔湾以南的所有沿海地区，

而另一些因纽特人群体又沿着东格陵兰海岸向东北继而向南移动（Gulløv， 

2004）。在下文中，从 15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初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定居点

被称为后废墟岛时期。15 世纪中叶以后，便再无证据表明北极区域还有仍然

使用的“男人屋”，只有有限的证据证明巨鲸捕捉和皮舟的使用。皮舟捕猎活

动可能在后废墟岛阶段初期消失  了。

在废墟岛后期阶段，海象狩猎似乎继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没

有集体狩猎的直接证据，考虑到捕获此种大型动物所需的人力，也很有可能

是这种情况。尽管北极水域生态系统的丰富性能够在几个世纪中支持早期因

纽特群体的阿拉斯加式生活方式，捕鲸和捕捉海象的贡献均等，但它在 14

至 15 世纪崩溃了。北极地区可追溯至 16 世纪到 17 世纪的考古遗址极少，

可能这一时期该地区的人口数量非常之低（Schledermann and McCullough， 

2003）。极个别已知遗迹，例如伊塔（Iita），是因为该地通向稳定且可预测

的猎物捕猎地点，可捕猎小海雀群、北极狐和海象（LeMoine and Darwent， 

2016）。在更大面积的北极地区，因纽特人口数量增长可能发生在公元 18 世

纪（Schledermann and McCullough， 2003）。

在前因纽特—多塞特晚期遗址，海象占哺乳动物的 10% 至 72%，而赫瑟

顿湾遗址（第 6—8 号）海象在哺乳动物的占比介于 25% 至 72% 之间。与报

道的其他高北极地区多塞特遗址不足 5% 的数据相比，此处遗址的海象数量

更大（如 Darwent and LeMoine， 1998； Schledermann， 1990）。在废墟岛时期

的因纽特遗址中，海象占 2% 至 49%，而在中加拿大北极福克斯盆地的萨尼

拉贾克遗址（第 14 号）约占 49%，其余的介于 2% 和 21% 之间。最后，在

包括因纽盖特（Inughuit）时期在内的废墟岛时期因纽特遗址中，海象在 2%

到 85% 之间变化。但是，如果不计入桑德斯岛的印那苏萨特（Inersussat） 和

东北格陵兰赫瓦尔罗斯，则后废墟岛时期遗址的海象在 2% 至 10% 之间变

化。桑德斯岛与内克（Neqe）和皮托卡维克（Pitoqavik）遗址处于同一时期，

被称为海象狩猎的集中地带，历史上也是这样（Vibe， 1950； Grønnow， 2016；

references herein； Born et al.， 2017）。除作为海象狩猎的重要地点外，桑德斯

岛的印那苏萨特和东格陵兰的天狼星冰湖（Sirius Water）的赫瓦尔罗斯，以

同样的方式通过表面原位配准（surface in situ registration）的方式进行记录，

因此与其余遗址不同。这种表面配准方法可能对已记录在案的海象的相对重

要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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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研究的全部文化时期中，海象基于 NISP 丰度的古动物学集合物

中排第一至第四名，但在后废墟岛时期的哈阿岛（Haa Island）遗址中排名

第六。小海豹，特别是环斑海豹，成为主要食源，并在大多数遗迹 NISP 和

MNI 排名第一。例如，在埃斯基莫比（Eskimobyen）遗址中，小型海豹的

MNI 在挖掘结构中介于 3 到 32 之间，而海象在 1—5 之间（Schlederman and 

McCullough 2003）。

然而，如果考量单只海象可以提供的肉类、油脂和其他毛皮、象牙等

产品，则海象和其他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的优势明显突出（亦见 Gotfredsen， 

2010）。成年雌性的大西洋海象平均体重（TBM）可以达到 700—800 公斤

（Knutsen and Born， 1994）， 雄 性 则 可 以 达 到 1100—1200 公 斤， 甚 至 达 到

1600 公斤（Knutsen and Born 1994； Born and Aquarone， 2007），而成年环斑

海豹则只有大约 55 公斤（Born and Böcher， 2001）。在努利特遗址的贝丘遗

物中，可识别的哺乳动物物种分布清晰地说明，大型海洋哺乳动物以总体质

量（TBM）和 NISP 计量时在（食物）经济中的占比程度。各个物种对食物

经济的实际贡献是很难估计的。可能存在很大的季节性和年度间变化。伯恩

（1987）估计在北极地区的开阔水域猎获中，海象每年提供大约 25% 的食物。

此估算是基于 1977 年至 1985 年间从北极地区的猎人处收集的信息（Born， 

1987）。弓头鲸（Balaena mysticetus）贡献的生物量估值被排除在计算之外，

因为它会完全掩盖其他物种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努利特半岛上仍然存在至

少四头单独的弓头鲸遗骸，推测都属于废墟岛阶段。靠近挖掘洞穴的一具弓

头鲸头骨放射性碳测定为 1302 年左右（AAR-24771），因此其年代为公元

1056—1143 年间（1 Sigma range； δ13C = −14.49±0.23）（Stuiver and Reimer 

1993）。根据海相修正储集（marine correction reservoir）年代的变异性，我

们推断该弓头鲸颅骨与该居住地点的时间同步。如果所有弓头鲸颅骨年代均

与地点处于同一时期，它们应该为废墟岛时期的资源供应做出了巨大贡  献。

有关猎捕海象的性别和年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知识，尽管对猎物的粗略

统计会影响我们对海象繁殖力的判断（参见 Witting and Born， 2014）。即使

很难获得基于古动物学资料的高分辨率性别和年龄资料，也存在一些明显的

趋向。废墟岛时期努利特遗址的海象牙样本代表了至少 8 个个体，有 3 个样

本有牙釉质仍然覆盖象牙尖的痕迹。根据金（King，1983）的说法，牙釉质

帽约在两岁时磨尽，因此这意味着在努利特遗迹样本中，有的海象处于断奶

期前后。此外，桑德斯岛的印那苏萨特遗址提供了骺融合数据，表明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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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海象在幼年或亚成年（接近成年大小）时被捕猎，仍处于性未成

熟状态（Gotfredsen unpublished data）。

海 象 具 有 明 显 的 两 性 异 形 特 点， 可 以 通 过 测 量 相 关 的 骨 骼 元 素（例

如 下 颌 骨 ） 来 确 定 性 别（如 Wiig et al.， 2007）。 印 那 苏 萨 特 测 得 的 下 颌

骨（n = 19）显示了两个群组，最可能分别代表雌性和雄性，雌性多于雄性

（Gotfredsen， unpublished data）。从努利特地区的贝丘遗址只能测量两个下

颌骨，这两个下颌骨都可能来自雌性。虽然数量有限，但生物学遗骸测量表

明，各个年龄和性别的海象都被史前人类猎杀（参见 Monchot et al.， 2013）。

这种狩猎方式与当今的情况不同。尤其是在 2006 年实行配额之后，海象捕

捞倾向于大型成年雄性，可以提供更多的肉类（以喂食犬队）和更多的营养，

尽管某些猎人仍然偏爱年轻的海象和 / 或成年雌性，因为这些海象的肉更嫩

（Born et al.， 2017： 47， 81）。

不过，在某些地方，例如努利特地区，象牙遗物占动物遗物数量的 20%

左右，而海象骨占 7% 左右，表明海象的重要性不仅是可食用产品，而且是

原材料的重要来源。此外，从霍尔特韦德 1947 年（Holtved， 1954）在努利特

地区挖掘的大部分居住设施（共 50 多处）收集的材料中可以看到，所有工具

类型中有 34% 涉及海象牙，或者说，在所观察的 565 个单个样本中，140 个

（25%）是由海象牙制成。与此相似，在废墟岛时期的萨尼拉贾克地区因纽特

遗址，德斯贾丁斯（2013： 46）也报道了在所有贝丘层发现大量象牙（的事

实），并发现了大量的象牙制品。在前因纽特—多塞特时期和后多塞特文化中，

海象牙和骨是工具制造的重要资源，数量常常超过其他来源（如 Darwent 

and LeMoine 1998； Monchot et al.， 2013）。这些发现证明了海象在不同文化

时期作为人类和狗的食物、燃料以及用于生产工具和狩猎武器材料来源的重 

要  性。

海象狩猎总是取决于信息、可用技术（狩猎工具和运输工具）和时间

安排，而这些又与文化、历史、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盘根错节。前因

纽特—后多塞特人在公元 8 世纪到达阿瓦那苏克（Avanersuaq）时，似乎依

赖冰上集体捕猎海象（无论是在薄冰上还是在冰间水路上）（Murray， 1996； 

Appelt， 2004），以及陆上栖息地捕猎。我们没有考古证据证明其拥有任何

复杂的运输手段，就像因纽特人后来使用的船只类型（Appelt et al.， 2016： 

786—787）；有了这些船只，就可以在开放水域捕猎。在废墟岛阶段，因纽

特人的狩猎技术包括使用单人皮划艇和多人乘皮舟（umiaq），加之在该地区



36  北冰洋研究（第三辑）

的可能范围内的开阔水域狩猎，以及新引入的狗拉雪橇，使得整个地区的人

员、信息和食品的输送更快、更可  靠。

当欧洲人在 19 世纪初遇到居住在该地区的因纽盖特人时，单人皮划艇和

多人乘皮舟已被淘汰，因为这些工具不仅限制了社区的暖季活动能力，而且

使开放水域狩猎变得不可能（参见 LeMoine and Darwent， 2016）。随着一群

巴芬岛民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到达阿瓦那苏克（如 Mary-Rousseliere， 2002），

皮划艇技术被重新引入因纽盖特文化，有效地保证了食物的供应——人口的

增长似乎可作证明（如 Gilberg， 1976）。

海象：跨世纪的想象力

在 整 个 北 极 的 许 多 土 著 社 会 中， 人 格 身 份 被 赋 予 到 动 物 身 上（如

Nuttall， 2000； Hill， 2011）。换句话说，动物，特别是驯鹿和海洋哺乳动物等

重要动物，可以被视为“人外之人”（other-than-human persons）（Hill， 2011： 

407）。在将动物理解为人的社会中，人与动物的动态关系基于相互尊重和互

惠概念（如 Fienup-Riordan， 1994： 58—59； Jordan， 2008： 236—239）。作为

猎物的重要动物和人类都是“亲戚”，二者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相似的行为

（Hill， 2011）。人类与海象关系的概念所衍生的考古遗迹可以多种方式表达。

希尔（Hill）列出了阿拉斯加和楚科奇的一些遗迹（Hill 2011， 412ff），包括

不同种类的护身符，锥形或圆形的大型海象颅骨特征，众多海象头骨，还有

骨骼存放处和“神龛”。在下文中，

将介绍一些跨文化的考古和民族学

实  例。

上述努利特遗迹是我们了解北

极地区因纽特人早期历史的关键地

点之一。在该地点发掘了许多独特

的文物，其中有 3 件 14 世纪的较大

的肠皮大衣（防水外套），发现于

28 号室内（图 2）。它们是北极地区

已知的最古老的肠衣。剪裁的一个

显著细节是缝在大衣正面和背面的

细 长“楔 子 ”（Holtved 1954， Figs. 
图 2 努利特遗址第 28 室发掘的三件肠皮大

衣之一，霍尔特韦德有修饰（1954， 图 49）。



北极海象史：8—20 世纪的人与动物关系研究  37

49—54），这似乎是已知的 19 世纪和 20 世纪阿拉斯加和东格陵兰大衣上所谓

“双根兜帽”的前身（Hatt， 1914）。有人提出，双根兜帽应被视为象征海象的

头和长长的象牙（Schmidt et al.， 2013）。这种特殊的设计构成了因纽特世界

宇宙学的一种可能的切入点，因为我们也在与民族志学家、传教士等有关的

口头传说中遇到了这一问题。就像拉斯穆森所说的那样：“在过去，人形的动

物很常见……在古代，每个人也很容易变成动物，如今如有萨满才拥有相同

的力量”（Rasmussen 1932： 35）。

根据这些传说，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差异是由他们所穿的皮肤决定

的，他们可以穿他人的皮肤，也可以共享生命属性。划船时，船员穿上肠皮

衣，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水侵袭，而且可以借用海象的力量与能力，

可以在水下长时间呼吸。此外，海象在 18 世纪至 20 世纪初格陵兰岛的神话

和故事中占有重要地位。“萨根和迈特”（Sagn & Myter）汇编了 2280 个在线

记录的综合档案，并且有对该数据库的广泛介绍（Sonne 2004a， b）。在 116

条提及海象的记录中，很明显海象以多种方式存在：作为这个世界的具体存

在，作为神灵的合作者或竞争者（spiritual collaborators or opponents），以及

作为特定情感和社交场合的象征。在其中的一些故事中（Sonne 2004a： IDs 

93， 625， 795， 937， 1396， 1426），海象——尤其是红色、年长、雄性、单身、

危险的海象（Hansen， 1995）——被定位为无法预测和嗜杀成性，有时被视

为姻亲兄弟或养子。在其他故事中（Sonne 2004a： IDs 126， 152， 160， 279， 

340， 382， 1850），海象通过将它们的皮肤借给故事中的人类而成为神界旅行

的工具，而这些人也可能是萨满（angakut）或萨满的学徒。在这些故事中，

海象皮被称为肠皮衣和“pooq”，后者用萨满的秘密语言表示“母亲”“子宫”

和“胎膜”（veil of birth）（Sonne， 2004b）。

在至少 3 个世纪以来格陵兰因纽特口头文学中，海象具有重大的精神和

象征意义。此外，它的重要性在 19 世纪格陵兰肠皮衣的设计中得到了实质性

的体现。因此，通过认识到 14 世纪努利特遗址肠皮衣所表现出的类似设计，

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理解的各个方面具有可追溯到格陵兰和阿拉斯加

最早的因纽特社会的历史渊  源。

在这种情况下，因纽特遗址早期阶段的废墟岛的考古材料中一个冬季房

屋——斯卡尔林岛（Skrælling Island）15 号的一所冬季房屋——特别值得关

注。与许多类似的住宅一样，鲸鱼骨被用于建造地板以及屋顶支撑。有趣的

是，15 号房屋在后墙上装有七个海象头骨（Howse， 2013），这种构造细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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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多塞特时期的冬季房屋中偶尔出现。在早期因纽特冬季房屋的独特建筑设

计中大量使用鲸鱼骨被认为是对鲸鱼的象征，即在爬入房屋时“在鲸鱼体内

爬行”（如 Dawson and Levy 2006）。虽然我们无法推断出 15 号房屋中海象头

骨的类似解释，但它们肯定暗示着公元 14 世纪海象与人之间的宇宙学联  系。

追溯前因纽特—多塞特晚期文化，一种由海

象牙制成的钟形物体（通常称为护身宝盒）引

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Holtved 1944a， plate 1， 

26）。盒子的侧面有五个椭圆形的开口，分别

指示眼睛、鼻孔和嘴巴，并以一定的图案设计，

表明所显示的是人与动物的混合物（LeMoine 

et al.， 1995）。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其他六个高

北极多塞特晚期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盒子侧

面或完整的护身宝盒（Appelt， 2004）。五个完

整的护身宝盒的顶部雕刻成两只相对的、牙齿

交错的海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盒子侧面的

相交融的生物包括海象（见图 3）。迄今为止，

在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发现的多塞特晚期雕刻

中，人形生物、北极熊和熊形人物的雕刻是最

普遍的生物群体（如 Taçon 1985； Hardenberg， 

2014）， 在 护 身 宝 盒 上 描 绘 的 人— 海 象 合 体 图

像表明海象是晚期多赛特人表达宇宙观的重要

形  象。

在中加拿大北极地区福克斯盆地阿拉尔内尔克（Alarnerk）站点的独特

发现进一步突出了海象的特殊位置。该遗址是最大的多塞特晚期遗址之一，

有 200 多个包括贝丘在内的居住场所，其中大部分可追溯至前因纽特时代

晚 期（约 公 元 前 1000 年 至 公 元 1200/1300 年 ）（Appelt 2011）。 它 还 具 有 许

多其他特征，其中包括一些最初被确定为人类埋葬地点的低丘（Meldgaard， 

1962； Lynnerup et al.， 2003）。其中之一揭示了一系列复杂仪式的痕迹，其中

包括孩童的下颌骨和成年人四肢骨的合并。然而，最令人不解之处似乎是海

象的遗骸与大量坟茔之物和两条人骨，以及置于海象上部的一个小型炉具上

蒸煮的饭食遗迹（Odgaard， 2011）。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因纽特人和后多塞特人群对海象的具体的宇宙观态

图 3
来自前因纽特—后多塞特时代的

所谓“护身宝盒”，由海象牙制

成，长约 95 毫米。注意雕刻顶

部互相交融的海象头，以及盒

子侧面的海象—人类雕刻。护身

宝盒由加拿大历史博物馆收  藏。

摄影：约尔根·梅尔德加尔德

（Jørgen Meldga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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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维系此种关系的适当方式的理解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人与海象

之间的关系不仅在北极水域和中加拿大北极地区多塞特晚期群体中具有更大

的经济和社会驱动力（Murray， 1996， 1999），而且还暗示了这些关系被记录

为一套复杂的萨满教实践（LeMoine et al.， 1995； Appelt et al.， 2017）。无论

我们是否可以根据已知的发现和观察来建立整个宇宙学或世界观，我们都可

以肯定地说，海象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还是人类想象和表达的重要来  源。

历史上的海象狩猎

在讨论了海象在史前经济和想象力中的重要地位之后，我们现在转向更

近的时代。小冰河时代消退后的 19 世纪，第一批欧洲人来到北极地区，遇到

了一群技术有限但迫切需要海象肉的人（如 Hayes， 1867； Peary， 1898）。新

来的人惊叹于猎人从冰缘上捕获大型动物的技巧，以及将它们拖到固定冰面

或岸上所需要的集体力量（如 Holtved， 1967）。

海冰仍然是海象分布和该物种总体种群动态的关键因素。这是一个日益

严峻的挑战，鉴于高北极地区生态系统还受到气候变化的主要影响，这对海

象捕猎产生了负面影响（Born et al.， 2017： 17）。从对北极地区猎人的访谈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猎人意识到了“海象分布及其在该地区出现的时间变化”

（Born et al.， 2017： 185）。细节如  下：

一位来自卡纳克地区的 50 岁访谈人说，由于气候变暖、海冰状况和

风的影响，现在海象在 10 月至 11 月离陆地更远，而更多地在开阔水域

中。来自西奥拉帕鲁克（Siorapaluk）的一位 63 岁猎人表示，迁移路线

也已改变。在 20 世纪 90 年代，海象沿着海岸移动，但如今它们的迁移

路线距海岸更远（Born et al.， 2017： 185）。

伯恩等人提到了其他变化（Born et al.，2017），虽然彼此之间并不总是

一致的，但仍然指向了人们对海象及捕猎的普遍关注。显然，无论注意到什

么变化，它们似乎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对居民造成了强烈打击，并且一

些较年长的猎人对过去的狩猎盛事有某种程度的怀旧之情。狩猎本身正在发

生改变，新技术让捕猎变得越来越个体化。以前，集体狩猎有时甚至会吸引

大批猎人在稀薄的冰上捕获一只动物（Peary， 1898； Holtved， 1967），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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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狩猎者只有一个伴侣就乘小艇出发了（Andersen et al.， 2018）。

从十九世纪到一代人以前，在海冰上捕食海象是标志性的狩猎。正如

霍尔特韦德（1967： 100—103）生动描述的那样，这些人齐心协力，将雪橇

带到安全范围内，然后通常一列纵队悄悄地在新冰上前进，直到发现一个呼

吸孔，他们可能会在其中听到海象的声音，或者在冰孔中看到一些海象。在

场的所有猎人都试图用镖枪刺中海象，每个人立即抓住他的绳索在冰上向后

跑一小段路程，并通过长矛的冰凿将其固定，将其向下推入冰中，线的末端

环绕着它。被镖枪刺中的海象会立即掉入水中，线绷得最紧的猎人被认为

是真正的猎获者，并获得他的荣誉份额，即首先是头部，还有心脏和内脏

（Holtved 1967： 102）。在阅读霍尔特韦德的描述时，人们必须发挥想象力，

并试图描绘场景。然而，对于猎人而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一次整体行动、一

次海象狩猎的一部分，没有时间站起来思考下一步行动。显然，最终杀死和

运输海象也是集体行为，如果冰太薄以至于可能破裂，通常会更加困难。有

时人们会在水中将海象拖到冰更厚的地方，然后拉出水面（图 4a， b， 5）。

显然，首选狩猎模式的确切时间和持续时间始终取决于冰层条件以及可

用的狩猎和运输技术。如今，春季狩猎已在 5 月达到顶峰，秋季狩猎在 10 月

至 11 月盛行，而 9 月只有少量的捕获（Born et al.， 2017）。这是由于春季的

冰块（融化）破裂较早，而冬季的冰块形成比上一代人时要晚，这导致海象

较早地离开狩猎场，而较晚从避暑地返回。由于近年来冰况的变化，在稀薄

的冰上进行标准的海象捕猎几乎是不可能的（Born et al.， 2017）。

然而仍值得被生动记取的是，几年前一位人类学家（本研究的合著者）

与一位猎人曾经对话，猎人梦幻般地回忆起“以前”他们是如何在初冬一起

去皮托加维克（位于沙隆角），像疯子一样地捕猎海象——虽然达不到皮尔里

描述的规模（Peary 1898 I：421—422）——然后他们就在海滩或冰带上的帐

篷里躺下，他会睡着，而其他猎人则继续创造本次或多次捕猎的纪录。讲故

事似乎是狩猎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欧洲探险家一经参与，便乐于贡献他

们的故  事。

努德·拉斯穆森（Knud Rasmussen）在 1912—1914 年第一次北极探险

的报告中，有一段令人回味的描述。有一个叫做 Neqe（意思是“肉”）的地

方，是一个与上述皮托卡维克接近的岬角。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地名，

对于拉斯穆森来说，这个名字证明了猎人此时此地关于“好日子”的满意情

绪。他的描述着重于夏季开阔水域的狩猎：“在那儿，在虚幻的海洋中，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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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抓住海象并拉到冰上。两图场景相距大约 50 年，1000 公里。画作是艾莎朱克

（Asiajuk） 在 1903 年至 1920 年间在乌曼纳克（Uummannaq）地区（靠近北极站）绘制

（Strandgaard 2004）。注意三位猎人穿着的大衣。图片由伊卢利萨特博物馆提供。这张照

片是 1954 年在伊格洛里克岛（福克斯盆地）附近拍摄的。照片由丹麦国家博物馆收  藏。 
摄影：盖伊·玛丽—鲁瑟利埃（Guy Mary-Rousseliere）

图 5 在浮冰上狩猎海象。照片于 1954 年在伊格洛里克岛（福克斯盆地）附近拍摄。 
照片由丹麦国家博物馆收  藏。摄影：盖伊·玛丽—鲁瑟利埃（Guy Mary-Rousseli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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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肠肥的海象更像是游动着的面包。当短暂的夏天放松了冰层的界限并开

始进行刺激的皮划艇狩猎时，海象就聚集在水域中； 就像海底数百万的贻贝

一样，海象整个冬天都在把自己养胖，陆地上的肉类宝库一定要满满当当”

（Rasmussen， 1915： 14—15）。他接着描述了这个特殊地方的其他优势，它资

源丰富，并且总是提供许多美味佳肴。从地名上可以看出，肉当然是主要的

恩赐。海象肉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那些需要喂养的四处奔波的狗来说，

海象肉是主要的食  源。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在北极站（Uummannaq）周围的海象狩猎主要

发生在薄冰层上，只有薄雪覆盖，厚度通常不超过 7—8 厘米，才使得海象可

以在任何时候破冰而出，如同霍尔特韦德描述并在上文中提及的。这意味着

人们至少要在北极站附近较远的地方找到开放的水域才能找到合适的狩猎场。

然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北部的内克（Neqe）和皮托卡维克（Pitoqavik）附

近，皮尔里曾在此度过了一段好日子。在北极边缘的冬季风暴期间，海冰经

常在海岸附近断裂。此后，海洋将在极寒中再次迅速结冰，霍尔特维德指出，

“从 3 月至 4 月期间，来自于乌曼纳克甚至更南部的人们将到达那里，以便在

肉食耗尽时采购肉类，并在此期间住在雪屋中”（Holtved， 1967： 101）。

1930 年，猎人理事会（Hunter’s Council）对狩猎活动实行了限制，不仅

在乌曼纳克周围，而且涉及整个地区。该委员会由来自整个地区的代表以及

北极站的经理、牧师和医生组成，认为确是时候限制对海象和绒鸭的捕猎了，

以免资源耗尽。“在我们的土地上，保护绒鸭、北极狐和海象免遭灭绝特别重

要，任何猎人都应该高兴地采取这种保护措施，否则等现在的孩子们成年，

这些动物将已经灭绝”（Kap York Stationen Thules Love af 7. juni 1929： 96）。

部分问题是步枪的出现以及在该地区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探险之后发

生的海象大屠杀，这严重威胁了西北格陵兰地区的海象种群数量，甚至在有

保护措施的今天，海象数量仍低于其历史上的丰饶程度。但是，由于部分更

严格的规定（例如 2006 年引入的配额制度减少了约 30% 的渔获量），海象数

量正在恢复（Born et al.， 2017：17）。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了海象捕捞量，例

如对海象产品的需求减少，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海冰覆盖率发生了变化（Born et 

al.， 2017：7—8）。显然，仍然需要大量肉类（尤其是狗需要肉）的猎人会受

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伯恩等人在最近收集的采访材料（Born et al.， 2017）中一

方面生动地描绘了无穷无尽的对海象的梦想，另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海象捕

猎的自然和政治现实。捕猎海象也有其危险性。就在几年前，两名猎人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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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乘皮艇捕猎海象过程中，受伤的海象打翻了皮艇，猎人最终溺水而亡。这

在当地引发了很多议论，也上了全国新闻，当地的人类学家见证了事件的全

部过程。实际上，溺水始终是北极猎人最致命的职业风险（Gilberg， 1976：

27—28）。

除了不断缩小的海冰外，该地区普遍变暖的另一个影响是储藏设施更

加不稳定。直到最近（甚至今天），人们都会将多余的肉储存在凉爽的斜坡

上的石库中，在那里，石门可以保护它免受流浪动物（例如狐狸）和解冻之

害（Born et al.， 2017）。现在，天然的深低温设施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存储成

为严重的问题。但储藏设施的不确定性和海上狩猎的内在危险从未使猎人回

避捕猎海象。对肉食的需求超越了不利因素，也可能只有海象肉才能使社区

“存在”。海象使人们与动物联系，也使动物与人相 连。

海象是北极人类史上的关键物种

在过去的 1500 年至 2000 年中，海象狩猎是北冰洋沿岸社会生活中至关

重要的特色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扩展到了已融入人类社会的动物身上。

这一点无论在食用方面还是在组织集体活动上以及在采集的图像上都有形象

的体现。从 8 世纪到 20 世纪，在不同的土著社区中，考古和历史记录都证明

了海象狩猎的公共组织和捕获物的公共分配。海象不仅是人类的重要食物来

源，后来还是狗的重要食物来源，也是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在该区域内，所

研究地点的多样性证明海象的捕获量变化很大，这取决于该地点与优质海象

狩猎场的接近程度以及可用的狩猎技术。在北极初期（废墟岛阶段）的某些

地点，海象在为居民提供肉类、脂肪和其他资源方面仅次于弓头鲸。重要的

是，海象比弓头鲸更容易获取，因而成为经济支柱。

18 世纪到 20 世纪的历史资料表明，海象被视为强大的佑护神和 / 或敌

对神。而海象深植于宇宙观中，人类的胎膜、用于狩猎的海象膀胱浮漂、肠

衣防水服、萨满的神界旅行通过共同的属性相互联系。尽管我们无法追寻这

些超越历史起源的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方式，但考古学家追循的史前痕迹强

烈表明，海象在过去 2000 年中对人们的想象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作

用是可变的。今天的北极人民仍然认为人和动物互惠互利，人与海象相互关

联。例如，哈德逊湾东南部的奇奇塔米亚特（Qiqiqtamiut）人认为，所有物

种、动物和人，其灵魂运行于一定的范围，即出生、死亡和重生形成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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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mple 1994）。在这样的世界观中，动物同时具有有限性和可再生性，就

像当今的因纽特人和因纽盖特猎人认为，生活资源不会立刻枯竭（进一步的

探讨请阅 Andersen et al.， 2018）。

自 19 世纪末开始使用枪支后，北极地区海象的规模、统计和行为受到了

欧洲人以及后来因纽盖特人的显著影响，但北极地区的考古记录并未显示出

史前时期的类似迹象。只有少数几个地点的海象利用率很高，而且史前的海

象捕猎可能不会对海象种群构成任何威胁，尽管针对的是不同年龄段和性别

的雌雄海象，其中幼海象和雌海象的比例可能比目前更高。气候的跨年和跨

年代变化导致覆冰量和暴风雨的变化，因此接近海象的难易程度极有可能防

止了对海象种群的过度开发。在引入枪支之前，可能很少有动物被击中后跑

掉，因为它们被镖枪击中就被顺利捕获了。有人认为，在人群大规模定居与

密集捕猎的地区，当地可能会发生一些长期的资源枯竭，例如在多塞特早期

和中期阶段的福克斯盆地（Murray， 1996）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然而，为

了证明这种可能的局部效应，我们需要高精度的动物骨骼考古数据，包括海

象数量、骨骼特征分析以及古遗传学研究资  料。

本文最重要的目的是阐释海象在因纽盖特经济和世界观中古今地位的深

刻连续性。武器和语言可能已经改变，但是海象仍然存在于北极地区社会生

活的中心位置，并作为跨时空连续性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应把

海象称为“关键物种”，因为它是人类与动物世界之间一个伟大的、务实的、

富有想象力的连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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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rus History Around the North Water： Human-Animal 
Relations in a Long-Term Perspective

Anne Birgitte Gotfredsen, Martin Appelt, Kirsten Hastrup

Abstract: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lruses and 

humans in and around the North Water polynya in a long-term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draws on a combination of biological， archaeo-zoological， 

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 sources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8th to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walrus w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meat， blubber， and other products throughout all the studied periods. It is 

suggested that walrus distribution and behaviour， as well as hunting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 historically constituted a powerful component not only in 

forming human action and social life in the region but also in serving as an 

imaginative resource.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the walrus and the walrus hunt 

still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esent community living on the edge of the 

North Water， even if the hunt is increasingly circumscribed due to changing ice 

conditions.

Keywords: Archaeo-zoology； Atlantic walrus； Communal hunting； North 

Water polynya； Odobenus rosmarus rosmarus； Prehistoric si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