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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鹿鄂温克人生存现状调查  185

中国使鹿鄂温克人生存现状调查

龚 宇

摘要：使鹿鄂温克人是我国鄂温克人中人口最少的一支，现仅

有 200 余人。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次定居过程。2003 年，因

实施“生态移民”政策，使鹿鄂温克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从过去传统

狩猎业转为驯鹿饲养业。2009 年，在民俗旅游的推动下，从驯鹿业

逐渐转为旅游业。在上述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如猎民身份、猎民点

分布、收入情况等诸多问题。经对使鹿鄂温克人的生活状态和驯鹿

业发展情况的深入调研和分析，提出解决使鹿鄂温克人生存困境的 

对  策。

关键词：使鹿鄂温克人 驯鹿文化 猎民身份

作者简介：龚宇，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讲师，

从事跨境民族文化比较研  究。

一、调查过程

“鄂温克”（Ewenki）为鄂温克族的自称，鄂温克语为“额格都乌日尼贝”

其普遍认同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或“下山的人们”之意，这种说法源

于使鹿鄂温克人的集体记忆，山林特指西伯利亚一带的大山林，另外，也有

*  本文系内蒙古教育厅“我国驯鹿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调查研究”（NJSY20304）的阶段

性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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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的人们”和“住在南山坡的人们”之意。a鄂温克族是跨境民族 b，由于

历史及地缘等方面的原因，现大致分布于俄罗斯、中国境内。自古鄂温克人

分布十分广泛，占据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7/10 的土地，约 700 万平方公里。

考古学说认为鄂温克人属于蒙古人种贝加尔  型。

历史上，鄂温克族分为三个分支，即索伦、通古斯、使鹿，使鹿鄂温克

人又常被称为雅库特鄂温克人、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和驯鹿鄂温克人，笔者认

为使鹿鄂温克人这一称呼最为准确。c约在公元 19 世纪初，使鹿鄂温克人

700 多人从勒拿河北雅库特地区的鄂列涅克等地出发，顺着勒拿河的流向，

穿越无数高山、河流、峡谷向南不断迁徙到达呼伦贝尔，解放后历经三次大

的定居搬迁活动：奇乾—鄂温克民族乡（1949—1964）、老敖乡—（满归）敖

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1965—2003）、新敖乡—（根河）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

乡（2003—至  今）。

第三次的搬迁其中有这样的目标，彻底使鄂温克猎民改变传统的生产生

活方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居”，迈向“人定居，鹿圈养”的小康生活。

但是仅仅十几天上百头驯鹿因为食物、水、环境等因素开始出现大量死亡，

无奈鄂温克人又将圈起来的驯鹿放回森林。事实上使鹿鄂温克人一直都没有

离开过森林，过着山上——山下的二元生活，山上养驯鹿——山下孩子上学、

就医等。与前两次搬迁活动不同的还有一项，就是不允许猎民打猎了，收缴

猎民的枪支，取消鄂温克猎民狩猎的合法性。17 年过去了，使鹿鄂温克人过

得怎么样？他们所饲养的驯鹿怎么样？针对于此，笔者进行了持续的深入参

与观察。因笔者为当地的本民族人，除了对采访对象的访谈，多数情况下都

是采取参与观察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作为当地人的笔者本身也是

本调查的一个研究对象，我的所知所感都是重要的信息。为了使本调查更加

鲜活而严谨，本论文着重选择几位调查对  象。

a  各种解释都清楚地说明鄂温克人是大山林的狩猎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一部分鄂温

克人走出山林迁居草原和河谷平原地带，有一部分依旧留在山林。“鄂温克”这一称呼，

反映了鄂温克族与山林有着密切联系的古老历史和生 活。

b  1689 年 9 月 7 日，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之

后，鄂温克族被划分为两个国家。“跨界民族”指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

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界”指国 界。

c  使鹿鄂温克人称呼主要基于“使鹿部”古已有之的历史文献资料，如《新唐书》《文献通

考·四裔传》等，及当地鄂温克人普通的认可，“我们是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我们是

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见于龚宇（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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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鹿鄂温克人生存现状调查  187

表 1 访谈人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
别

父母民族 氏族 出生日期 出生地 民族 职业
鄂温克语

程度
是否 

有驯鹿

阿来克 女
父：鄂温克
母：鄂温克

布利托天 1958 年 奇乾 鄂温克 退休干部 熟练 无

安塔 女
父：鄂温克
母：鄂温克

布利托天 1944 年 奇乾 鄂温克 猎民 熟练
有，搬迁
后丢失

安道 男
父：鄂温克
母：鄂温克

固德林 1937 年 奇乾 鄂温克 猎民 熟练 有

玛丽 亚· 
布

女
父：鄂温克
母：鄂温克

布利托天 奇乾 鄂温克 猎民 熟练
有， 

已去世

玛丽 亚· 
索

女
父：鄂温克
母：鄂温克

索罗共 1921 年 奇乾 鄂温克 猎民 熟练 有

达瓦 男
父：鄂温克
母：鄂温克

布利托天 1965 年 老敖乡 鄂温克 猎民 熟练 有

古香莲 女
父：鄂温克
母：俄罗斯

固德林 1967 年 老敖乡 鄂温克 公务员 熟练 无

张晓丽 女
父：汉族
母：鄂温克

布利托天 1972 年 老敖乡 鄂温克
会计、 
作家

熟练 无

何协 男
父：鄂温克
母：俄罗斯

卡尔塔昆 1966 年 老敖乡 鄂温克 猎民 熟练 有

巴拉杰依 女
父：鄂温克
母：鄂温克

卡尔塔昆 1942 年 奇乾 鄂温克 猎民 熟练
有， 

已去世

维佳 男
父：鄂温克
母：鄂温克

索罗共 1965 年 老敖乡 鄂温克
猎民、诗
人、画家

熟练 有

达维尔 男
父：鄂温克
母：鄂温克

布利托天 1995 年 老敖乡 鄂温克 复员军人 一点 父母有

古文强 男
父：鄂温克
母：汉族

固德林 1978 年 老敖乡 鄂温克 猎民 一点 有

二、饲养驯鹿的变迁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鄂温克人饲养驯鹿的历史变化，为此可以将其按

照时间顺序分析，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时  期。

第一时期，鄂温克人成功饲养驯鹿后到 2003 年，使鹿鄂温克人都是主要

以狩猎为生，驯鹿业为辅。第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功饲

养驯鹿后到 1949 年，第二个阶段是 1949 年到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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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成功饲养驯鹿后到 1949 年的阶段。鄂温克人获得的第一种枪支是燧石

枪，在枪支传入鄂温克社会之前，他们主要使用的是传统狩猎工具，如扎枪

“优勒嘎”、弓箭“波日坎”、地箭“阿浪嘎”、桦皮船“佳乌”、鹿犴哨“敖列

温”、狍子哨“提恰温”、飞龙哨“秋伊温”、滑雪板“尅拉”、猎刀“考导”、

鱼钩“黑兰科”、鱼叉“奥鲁库”。枪支的传入大大提高了狩猎水平，使用的

枪支有燧石枪“阁鲁克”、“别日弹克”枪、快枪等，而传统狩猎工具处于辅

助地位。新中国成立前，使鹿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来自自然界，偶

与俄罗斯、蒙古族、汉族商人“安达亦”进行交易，商人们会循着猎民留下

的路标前来交易，或者在固定的交易地点（奇乾），交易方式最初为物物交

换，鄂温克人用各种珍贵的兽皮如貂皮、灰鼠子皮和鹿茸等与商人交换生活

所需的盐、布、茶、针、器皿等。这个阶段驯鹿经济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

利用，驯鹿雌雄均长有角，驯鹿鹿茸任其生长，直到脱落，鄂温克人从来不

会割鹿茸出  卖。

1949 年至 2003 年。解放后，使鹿鄂温克人才开始在第一个定居地奇乾

的供销社出售兽皮、熊胆、鹿茸等，但是因为技术和情感（人与鹿的依存关

系）方面的原因，割鹿茸并没有普遍化。1961 年割鹿茸技术有所进步，割鹿

茸现象出现上升，但由于市场尚未形成，一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没有

达到全部驯鹿割鹿茸，从其文化因素来看，也与鄂温克人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密

切相关，万物有灵，正如玛利亚索老人所说“大自然里什么都有，我们需要什

么，就可以到森林里取”。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资源的大量

开发，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受到严重破坏，鄂温克人获取野生动物资源

的机会随之减少，驯鹿生境不断缩小，也就迫使他们割鹿茸的普遍化。但是事

实上这个时期使鹿鄂温克人的生存仍然是以狩猎为主，基于他们人口少，所需

少，狩猎物品所获得的收入可以满足大部分生活所需，鹿茸的收入在大多数家

庭中仍然不占主要收入来源，与此同时，鄂温克人都有护林工资等其他收入作

为补 充。

第二个时期，也就是 2003 年至今。几十年的过度开发，大兴安岭林区发

展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使鹿鄂温克人就此通过

“生态移民”开始了第三次定居活动，从满归—敖乡搬迁至根河—新敖乡，名

称不变仍为“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当地人通常用“新”和“老”加以区

别。这次搬迁与前两次不同的是狩猎的停止，也就是本次搬迁的第一步由所

属上级根河市公安局与当地敖乡派出所到各个猎民点收缴枪支，枪支收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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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也就意味着鄂温克人的狩猎生产生活的结  束。

新敖乡距离呼伦贝尔市所辖根河市有 3、4 公里，在新敖乡居住的有 62

户，他们都是有驯鹿的鄂温克人和没有正式工作的当地人，其余的敖乡人搬

迁费为每人 4500 元，因为没有分配房子的敖乡居民，只能在根河或满归租房

或购置房屋，搬迁前根河市政府承诺，新敖乡第二期会为没有住房的敖乡居

民建设房屋，让这些人可以回到敖乡居住，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实现，现在他

们大多数人居住在根河市，并购置了自己的房  产。

搬迁到根河—新敖乡的“生态移民”工程的一大愿望，就是实现驯鹿的

圈养。笔者当时就在敖乡，驯鹿主要食物藓苔需要到很远的山上才能采到，驯

鹿所饮用的水需要绝对的纯净——山泉水，自来水和生有铁锈的水驯鹿不会饮

用，生性自然的驯鹿，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这样的环境，消瘦、生病，甚至死

亡，看到形势不好的人，第 3 天就开始有人在周围森林中寻找适合驯鹿生活的

环境，雇车雇人把自家的驯鹿拉回森林。慢慢所有的驯鹿都搬离了鹿 圈。

没有了枪支，饲养驯鹿成为鄂温克猎民主要的生产生活来源，为了寻求

发展，鄂温克人不断寻找适合驯鹿生存的空间。搬迁之初因根河周围的森林

破坏严重及套子多等诸多问题，多数的鄂温克猎民逐渐回到搬迁前的森林放

养驯鹿，但很长一段时间，驯鹿养殖收入依然入不敷出。通过政府的 38 个

“4050 工程”、其他养殖业（狐狸、羊）、五七工的保障制度等多方措施，当

时猎民生活有所缓解，但是驯鹿业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改  善。

2009 年，探索多年的鄂温克民俗文化旅游有了一点起色，从 5 月或 10

月份，敖乡逐渐形成了鄂温克民俗文化的旅游目的地，居住在新敖乡的大多

数家庭都立起了“家庭游”“鹿产品店”“手工艺品店”的招牌。旅游季节一

到，年轻的猎民也会把自家的驯鹿搬迁到距离市区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带临

时安家，供游客来观赏和体验。从 2018 年开始，年轻的猎民自行联络各地旅

行社、旅游网络平台等，采取游客们更加喜爱的“露营”、摄影团、亲子游、

研学班等多种方式，提高驯鹿产业的附加值，一方面也带动了根河市地方和

林业发展，吸引了一些在外打工人员回家乡创业，另一方面增加了有工作人

员的收入。

三、猎民的构成与猎民点的分布

在调查中不难发现，我们在谈及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任何一件事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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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涉及一个特殊群体——猎民，但究竟什么是“猎民”，及“猎民身份”如

何认定？奇怪的是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猎民身份认定是在发生变化  的。

事实上，关于“猎民身份”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情感方

面，第二是官方的认定，姑且可以称为“法定身份”。一直以来，在人们的意

识中都认为只要有使鹿鄂温克血缘的都被认定为“猎民”，包括使鹿鄂温克人

与使鹿鄂温克人通婚、使鹿鄂温克人与索伦鄂温克人通婚、使鹿鄂温克人与

俄罗斯族人通婚、使鹿鄂温克人与鄂伦春族人通婚、使鹿鄂温克人与达斡尔

族人通婚、使鹿鄂温克人与蒙古族人通婚、使鹿鄂温克人与汉族人通婚等使

鹿鄂温克人与其他民族或族群通婚的孩子，在情感和认知上都可以称为“猎

民”。这些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他们在情感上都被认定为是猎民，事实上这

部分群体都曾有过在森林中与驯鹿为伴的生活经历。第一次定居后才逐渐出

现从事公职的（使鹿鄂温克人）“猎民”，但涉及的人员较少。第二次定居后

这类人数增多，与此同时这部分人开始失去驯鹿，成为全职的公务人员、教

师、工人等，但是这个阶段不涉及任何利益关系，“猎民”的身份是人们彼此

认同的一种象征性的称呼，与使鹿鄂温克人通婚的其他民族人及后代也被情

感认同为“猎民”，这些人久而久之也这样称呼自己，这是与他们所生活环境

变化密切相关  的。

第三次定居时，“猎民身份”奇怪地发生了变  化。

第二个层面中的“猎民身份”就是在第三次搬迁时出现，并与分配房

屋等一系列与利益相关的问题得到凸显。政府认定只有无公职人员才是“猎

民”，有公职人员不是“猎民”，因有无“猎民身份”涉及新敖乡房屋的分配

权，及随后一系列的优惠扶持，包括免费的供暖、电器等。这也就使得猎民

群体内部约定俗成的“猎民身份”认同与官方认定拥有 62 户猎民房屋分配权

的“猎民身份”发生了混  乱。

猎民身份
使鹿鄂温克人 非使鹿鄂温克人

有公职 无公职 有公职 无公职

搬迁前 是 是 不是 不是

搬迁后 不是 是 不是 是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搬迁前政府征求意见时，主要征求的对象却是在敖

乡各单位工作的公职人员，特别是有公职的使鹿鄂温克人的意见。因此，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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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段时间“猎民身份”成为无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历经十几年的这种“猎

民身份”的重构依然存在，在人们思维中“猎民身份”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不难发现，当与利益相关联时“猎民身份”的价值迅速升高，与使鹿鄂温克

人有关联性的人都渴望获得利益，而无法获得眼前利益时，又盼望下一次可

以获得也好，因此无论如何都渴望“猎民”的身份认同。仅就其猎民本身的

含义而言，可以理解为是有山上生产生活经验，懂得鄂温克族的传统等掺杂

在一起，才有其实际意  义。

猎民点这一称呼是基于鄂温克传统社会组织形式“乌力楞”演变而来，

“乌力楞”是包括一个父系家庭内的子孙后代及其家庭成员，他们共同居住在

一起，并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平均分配。进入现代社会，猎民点

是由若干个个体小家庭（鄂温克语“柱”）构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猎民

点的户数越来越少，鄂温克传统文化认为猎民点拥有的户数和人数越多，其

中的个体家庭才会得到越多的祝福，驯鹿也会越来越多。随着第三次搬迁，

特别是民俗旅游的兴起，如今每一家庭都单独成立自己的猎民点，便于自我

管理，搞旅游。政府为了便于管理每一个点都会任命一个“点长”，通常一

个猎民点的名称是由点长名字加上猎民点构成，如玛丽亚·索猎民点、达瓦

达瓦·布猎民点

古文强猎民点

冬霞·布猎民点

杨双虎猎民点

古革军猎民点

玛利亚·索猎民点

柳霞猎民点

达玛拉猎民点

索玉兰猎民点

王英猎民点

何磊猎民点

多妮猎民点

2020 年 10 月 
鄂温克驯鹿 

猎民点

20 世纪初， 
鄂温克 

“乌力楞”情况

古纳千布利托天乌力楞

嘎罗夫索罗共乌力楞

特吉孟索罗共乌力楞

亚格鲁其固德林乌力楞

恩克依索罗共乌力楞

索木孙索罗共乌力楞

索罗拖斯乌力楞

2003 年 8 月

鄂温克驯鹿

猎民点

玛丽亚·索猎民点

达玛拉猎民点

达瓦·布猎民点

冬霞·布猎民点

玛茹莎·索猎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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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民点、达玛拉猎民点、布冬霞猎民点等，口语化表达中将“猎民”去掉，

简称玛丽亚·索点、达瓦点、达玛拉点、布冬霞点等。另一方面，因现代的

“猎民点”是由传统的“乌力楞”发展而来，因此每一个“猎民点”都可以追

溯到原来的“乌力楞”，如达瓦猎民点是由古纳千布利托天乌力楞发展而来，

玛丽亚·索猎民点是由亚格鲁其固德林乌力楞发展而来。组成猎民点的各个

家庭处在不断分化和重组中，传统“乌力楞”的社会组织功能早已失去原有

的功能，虽然如此，但不同“乌力楞”父系血缘关系也在维系着其存在的意

义，在重大家族事件或社会活动中，其血缘纽带就凸显出来，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调节着“猎民身份”的混乱，抛开搬迁房屋的分配等利益获得，猎民其

实还是猎  民。

四、与驯鹿和驯鹿文化相关的收入情况

（一）复杂的鹿产品。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鄂温克人也在尝试着迎合

市场的要求，推陈出新，因而适应市场需求的鹿产品层出不穷。鹿身上都是

宝，包括鹿茸，驯鹿雌雄都长有角，最初政府设有一个猎业服务队，负责不

定期或每月一次到各个猎民点供给生活所需或方便上下山就医办事。另外，

每年 6、7 月份派车和专人进山给每一个猎民点割鹿茸，割下后称重、登记，

运送下山统一在猎民队下设的鹿茸加工厂进行加工，并售卖。鹿茸加工厂也

由乡政府管理，鹿茸在乡里的鹿茸加工厂经过水煮、烤干等几道程序，第三

次搬迁前乡政府每年收取猎民 20%—30% 的割鹿茸、加工等费用。第三次搬

迁后（2004 年 3 月）猎民队取消，原来猎业服务队行使的部分职责转给一个

乡长或副乡长，鹿茸是否需要加工等费用都是自愿行为，并随着旅游业的发

展，全国各地的游客也随之增多，到现在猎民们完全自行割鹿茸、加工鹿茸、

销售鹿茸。随着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鹿茸等鹿产品价格也有所回升，特

别是鄂温克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猎民点的全方位开放，游客可以走到驯鹿

群中，挑选喜欢的鹿茸，现场割鹿茸销售，这样大大提高了猎民们的收入。

驯鹿属于半野生鹿科，其鹿茸的价值比不上野生驯鹿、马鹿的鹿茸，比圈养

的梅花鹿的鹿茸价格要高一些，但驯鹿的鹿产品还没有完全得到大众的广泛

认  知。

（二）传统手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关于传统手工艺品的挖掘和旅游纪

念品的开发也都属于驯鹿文化的延伸，涵盖从兽皮、桦树皮、雕刻等传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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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保护与传承。旅游悄然走入敖鲁古雅之后，新敖乡从最初的零星 3、4 家

鹿产品店，到现在 62 户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做相关的销售或服务。产品也更加

多样化，鹿角制作的各种首饰、工艺品等，皮子制作的手套、帽子、兜子等，

桦树皮制作的盒子、兜子、画等，同时还会从外边采购一些相关的工艺品来

补充和满足游客们的需求。从而出现了传统手工技艺的恢复，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并愿意花时间花金钱来学习，也吸引了其他民族喜

欢手工技艺的人参与进来，也获得一点收益。根河市出资由吉祥三宝团队全

力打造“敖鲁古雅歌舞剧”的精彩演出，给游客们展示一场鄂温克传统文化

的歌舞，也使得鄂温克年轻一代更加热爱本民族文  化。

（三）鄂温克民俗文化旅游。特殊的民族文化，广泛的宣传，使越来越多

的游客慕名而来参观体验鄂温克人的文化特色。搬迁到根河附近后，市政府

就在全力打造敖鲁古雅品牌，在新敖乡所在地的附近森林中投资建立旅游点，

鼓励猎民们来经营，刚开始由于经营理念、管理方式、资金不足，加之根河

市旅游业处于探索阶段等原因，几位鄂温克人经营都没有成功，经过十几年

旅游宣传，及政策扶持，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文化旅游成为呼伦贝尔重要旅

游地之一，并解决了几十人的就业问题，带动了其他猎民们转产旅游业的积

极性。现在绝大多数的猎民点都已投入到旅游大军行列，形成旅游季节搬迁

到根河市附近搞旅游，旅游淡季回到驯鹿能自由觅食的森林深处，冬季应各

种中西节目需求之际，拉几头驯鹿到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各类城市供人们

观赏和拍  摄。

而今，驯鹿所带来的收益不仅仅是驯鹿的身体本身，驯鹿文化深入的挖

掘带来了越来越可观的收  益。

五、解决使鹿鄂温克人生存困境的对策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在搬迁前承诺给没有安置房屋的敖乡居民盖

房子，事实上现在大多数敖乡居民都居住在根河市区，他们多数人都渴望能

够回到敖鲁古雅，与原来的乡亲们共同居住在一个社会生活空间，虽然根河

距离敖鲁古雅乡仅有 4、5 公里，十几分钟的车程，但已隔离了原有的生活空

间，及人际交往网络。另外，对于“猎民身份”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因为

“猎民身份”涉及诸多利益问题，这里所说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猎民身份”，

而是指在山上守护驯鹿的真正意义的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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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惩偷猎分子，还驯鹿一个安全的森林。近几十年偷猎已成为严

重影响驯鹿种群发展的主要原因，非正常死亡的驯鹿大幅度增加。偷猎手段

层出不穷，枪支被收缴之后，偷猎分子开始使用更加隐秘的方式——下套子，

套子的形式和材料也越来越先进，从最初的铁丝到钢丝，现在还出现了砸子，

套子遍布每一个角落，树下、树上、河边。驯鹿一旦被套难以逃生，套在腿

上的驯鹿，如果猎民及时发现，取下套子并及时包扎，也会痊愈，但这样幸

运的驯鹿仅占少数。鄂温克人饲养驯鹿的方式为半野生状态，人不会每天跟

在驯鹿旁边，驯鹿自由觅食是驯鹿的习性。笔者在森林中见过被套死的驯鹿

白骨，惨不忍睹，树上的套子一旦套到驯鹿脖子，会当场毙命。2014 年在达

瓦猎民点发生了一件令人更不可思议的事件，一个偷猎分子用枪在达瓦猎民

点帐篷十几米处打死了一头种公鹿，闻声跑过来的猎民，没有赶上偷猎人的

摩托车。另外，大兴安岭林区有上万林业职工，他们从过去的伐木工转变为

现在的护林工，他们的生存问题与鄂温克猎民驯鹿业密切相关，解决这些人

的生计问题与解决偷猎问题是相关联的。解决驯鹿安全的饲养环境，也可以

通过划定“驯鹿文化圈”来解决此问题，在一定森林范围内鄂温克人可以自

由放养驯鹿，同时将放养驯鹿的使鹿鄂温克人纳入林业单位的正式护林员，

鄂温克猎民从小生活在森林中，懂得自然知识，饲养驯鹿需要长期生活在森

林中。其实，保护大兴安岭森林保护我国唯一的驯鹿种群的这项繁重工作，

他们一直在  做。

（三）在入冬至初春或其他特定时间段发放枪支，减少野生动物对鄂温

克猎民和驯鹿的伤害。一直以来枪支问题是鄂温克猎民反映最为强烈的事情，

在山上放养驯鹿是存在一定危险性的，每年漫长的冬季到初春，每个猎民点

都要花费上千元购买鞭炮，来吓唬周围的野生动物，初春饥饿的熊经常会袭

击驯鹿和“光临”猎民点，这是常有的事情。达玛拉猎民点搬迁后在嘎拉牙

林场周围放养驯鹿，由于开春时节正直熊冬眠苏醒，于是熊便会闻着气味寻

找驯鹿。2016 年至 2018 年达玛拉猎民点，每年都会因此而损失十几头驯鹿，

其他猎民点每年会因熊或者猞猁等猛兽袭击而出现不同程度的驯鹿损失。猎

民郭芳说：“我们每次下山都要买一些鞭炮，晚上睡觉前在外边放几个，要

不，睡不着。有一次，两头熊跑到离我家帐篷只有几十米的地方，吃狗盆里

的剩饭，吓得我们一点动静也不敢发出来。”这种类似的事情在猎民点可以说

经常发生，每一个猎民都曾经历过。基于此，可以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和法

规，在特定的时间段给山上的猎民们发放猎枪，设专人严格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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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鹿鄂温克人饲养的驯鹿以及由此形成的驯鹿文化是我国物质文化和非

物质文化的瑰宝。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驯鹿和驯鹿文化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文依据笔者对使鹿鄂温克

人的长期观察，对使鹿鄂温克人生活状态和驯鹿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了解决使鹿鄂温克人生存困境的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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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the Survival Status of Reindeer Ewenki  
in China

Gong Yu

Abstract: The Reindeer Ewenki are the smallest group of the wider Ewenki 

peoples of China， consisting an estimated 200 people or less in popul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group went through three 

phase of resettlement. In 2003，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policy， the primary subsistence method of the Reindeer Ewenki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hunting to reindeer breeding. Subsequently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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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n by the ricin through tourism reindeer breeding shifted to wear a tourism 

business model. In the above-mentioned development process many social 

economic problems presented themsewes. 

Keywords: Reindeer Ewenki； reindeer culture； hunter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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