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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最低气

温可达零下 50 摄氏度以下，山林中的积雪

厚度常达 1 米以上。许多年来，使鹿鄂温克

人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依靠游

猎和放养驯鹿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

吃 兽 肉 、 穿 兽 皮 ， 在 密 林 中 住 着 传 统 的

“撮罗子”，由此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

活方式。

鄂温克族是中国 56 个民族之一，使鹿

鄂温克人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因放养驯鹿

而得名。17 世纪中叶，使鹿鄂温克人从贝

加 尔 湖 流 域 游 猎 迁 徙 至 额 尔 古 纳 河 流 域 ，

并逐渐定居于我国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密林

之中。

驯鹿，又被称为“森林之舟”，是使鹿

鄂温克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他们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搭档”和主

要收入来源。生长在大兴安岭西麓的驯鹿

主要以原始森林中的一种苔藓为食，为了

解决驯鹿的觅食问题，在每年冬春和夏秋

交替的季节，使鹿鄂温克人都会沿着原始

森林里某个苔藓丰富、群山环抱、河流广

布的固定线路进行迁徙。如今，这条线路

上分布着七八个猎民点，成为他们迁徙时

的临时住所。

达瓦、郭芳夫妇的猎民点位于内蒙古

根河市金河镇附近的原始森林腹地，2003
年根河市实施生态移民后，他们是为数不

多选择留在山里的家庭。夫妻俩饲养了近

200 头驯鹿，每年春季是鹿茸集中收获的季

节，达瓦会选个好日子，开始为期 10 余天

的割茸工作。公鹿每年能割两次，母鹿茸

角长得慢，通常只割一次。

除了照顾鹿群，达瓦夫妇的日常生活

就是刨冰取水，整棒箩子 （劈柴）。5 月初

的大兴安岭腹地，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夜

晚有时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达瓦依然需

要去附近的河边破冰取水，用于日常的洗

衣、做饭，从小在此长大的他对这一切早

已习惯。

猎民在山中的居住地曾经多为自己搭

建的“撮罗子”，条件艰苦，缺医少药、电

力供应不稳定。近年来，政府统一为他们

配备了帐篷或宿营车，不仅搬家方便，车

里安装的太阳能板还可以为冰箱、电视供

电。达瓦夫妇很少下山，他们的儿女都在

根河市生活，时常进山为他们送菜和日用

品。“下山时间长了总要惦记山上的驯鹿，

惦记山上的家。”郭芳说。

达瓦夫妇在山林里的生活面临着诸多

现 实 困 难 ， 如 驯 鹿 有 时 会 跑 到 很 远 处 觅

食 ， 迷 路 或 是 被 猎 套 困 住 的 情 况 时 有 发

生，需要跋山涉水把它们找回来。与此同

时，近年来森林生态的恢复使熊、狼、猞

猁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不断增多，面对

猛兽的威胁，他们常常难以保护自己和驯

鹿的安全。

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中的使鹿鄂温克

人第一次与现代文明接轨是在上世纪五六

十 年 代 。 据 根 河 市 委 书 记 王 成 石 介 绍 ，

1958 年，内蒙古额尔古纳旗奇乾成立了鄂

温克民族乡，开办了小学、供销社、卫生

院 等 。 1965 年 ， 在 广 泛 征 求 猎 民 意 见 后 ，

政府在距离根河市满归镇 17.5 公里的敖鲁

古 雅 河 畔 建 设 了 30 余 栋 “ 木 刻 楞 ” 房 屋 ，

免费提供给猎民居住，并按照乡的建制成

立了相关的服务保障单位。当时居住在定

居点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猎民还

是继续留在森林里狩猎和放养驯鹿。

上世纪末，由于长期的过量采伐导致大

兴安岭的森林资源锐减，加之 198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施行，令使

鹿鄂温克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狩猎生产

活动难以持续。2003 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

族乡生态移民搬迁至根河市西郊。随着居住

地的一再内迁，这个曾经在大山上与驯鹿为

伴、靠狩猎为生的民族，从较为原始的生产

生活状态逐步融入现代社会。

为了让下山猎民生活安稳，政府出台

一 项 项 扶 持 政 策 。 特 别 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各 级 各 方 着 力 解 决 鄂 温 克 猎 民 吃 饭

难、上学难、行路难、住房难、看病难等

问题，推进产业开发扶贫。

现今，仍有少数像达瓦夫妇一样的使

鹿鄂温克人选择留在山中生活，年轻一代

则更多通过读书和就业走入城市。在走访

拍摄这些“新生代”时我发现，尽管远离

了驯鹿与山林，使鹿鄂温克人的文化血脉

依然是他们自身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1981 年生的舍禄卡是江苏苏州一家跨

国企业的高管，他的另一份“工作”是与

母亲玛尼一起收集整理敖鲁古雅鄂温克语

的 基 本 词 汇 ； 在 北 京 做 邮 递 员 的 赵 一 霖 ，

在家中专门开辟了一个小空间，工作之余

在这里教孩子做桦树皮手工艺品，将这门

继 承 自 母 亲 的 手 艺 在 下 一 代 身 上 延 续 下

去；在北京当卡车司机的索伟则希望在有

一 定 经 济 基 础 后 回 到 敖 鲁 古 雅 ， 回 到 山

林，因为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有驯鹿的地

方才是家。

今 年 46 岁 的 敖 娜 正 是 作 了 这 样 的 决

定。从内蒙古电视大学毕业后，她先后从

事 过 计 算 机 录 入 员 、 外 贸 翻 译 等 工 作 。

2011 年，在城市工作多年的她与丈夫带着

长辈留下的 10 余头驯鹿重返山林，发展驯

鹿养殖和体验式旅游。每年冬天大雪封山

前，敖娜都会备足豆饼、苔藓等驯鹿的饲

料，安顿好城市中子女的生活便进山，到

次年 6 月再出山。敖娜说，森林里的世界虽

然没有网络，没有现代化的电器，但比较

简 单 ， 与 驯 鹿 为 伴 的 冬 日 让 她 不 会 孤 独 ，

这更接近她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编者按：
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部落最后一

位女酋长的口吻讲述了大兴安岭使鹿鄂温克人的生存史，也让
这个以游猎和放养驯鹿为生的原始部族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011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摄影师王伟到内蒙古敖鲁古
雅鄂温克民族乡采访拍摄，被使鹿鄂温克人独特的文化气息
所打动，此后 10 余年间，他用大画幅相机和古典湿版工艺，
拍摄了34位最具代表性的使鹿鄂温克人的肖像，以及年轻一
代的面孔，记录下这个中国现存唯一的驯鹿部落的今与昔。

驯鹿部落今与昔 王 伟 摄影写文

2022 年 3 月 21 日，一群驯鹿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林区休息。

2020 年 9 月 25 日，

内蒙古根河市，玛利亚·

索 手 中 展 示 着 1987 年

春天她与猎民朋友 在 敖

鲁 古 雅 鄂 温 克 民 族 乡

政 府（旧 址）门 口 的 合

影 。那 年 她 66 岁 ，家 中

有 300 余 头 驯 鹿 ，每 年

春 季 锯 下 来 的 鹿 茸 需

要 集中到民族乡供销社

进行销售。

2019 年 5 月 10 日，内 蒙 古 大 兴 安 岭 林 区 ，达 瓦 在 收 鹿 茸。

2018 年 7 月 10 日，

内 蒙 古 大 兴 安 岭 林 区 ，

猎民索国光在在大兴安

岭腹地搭建使鹿鄂温克

人 的 传 统 居 所“ 撮 罗

子”。“撮罗子”利用大兴

安岭林区中特有的小杆

（松树的枝干）作为原材

料搭建，外表呈圆锥形，

高约 3 米，直径约 4 米。

2021 年 12 月 1 日 ，

北 京 市 通 州 区 ，赵 一 霖

向北京的同事介绍自己

用桦树皮制作的传统手

工艺品。

2017 年 8 月 5 日 ，

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

鄂 温 克 民 族 乡 新 址 ，安

塔·布在住所外等候女儿

归 来。截 至 2022 年 ，敖

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共

有鄂温克族 316 人，使鹿

部落 211 人，这里也成为

人们了解使鹿鄂温克人

的一扇窗口，部分居住于

此的鄂温克人发展起民

族旅游，以另一种形式传

播和延续民族文化。

2021 年 3 月 10 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敖娜（右）与丈夫在位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

腹地的住所外合影。

萨乌诺（生于 2011 年）

萨乌诺目前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就

读小学，喜爱鄂温克族歌舞。

（2021 年 3 月 25 日摄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

拉尔区）

索嫣然、索语然（生于 2010 年）

这对双胞胎姐妹的爷爷郭斯克是敖鲁古雅

鄂温克民族乡最早的大学生之一，父亲索云峰是

一名在北京生活近 20 年的高级工程师。

（2022年10月6日摄于北京市西城区）

① 索彬（生于 1981 年）

索彬出生于大兴安岭西北麓“亚格鲁奇乾”鄂

温克族猎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开始在山林里跟随父

母放养驯鹿。近年来，索彬与猎民同胞合作在家乡

积极发展旅游产业。

（2018年9月11日摄于内蒙古根河市）

② 玛妮（生于 1952 年）

玛妮出生于大兴安岭西北麓“亚格鲁奇乾”鄂

温克族猎民家庭，父母都是打猎能手。她在内蒙古

自治区扎兰屯卫生学校完成学业后被分配至敖鲁

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卫生院担任护士直至退休。

（2018年8月30日摄于内蒙古根河市）

③ 玛尼（生于 1950 年）

玛尼出生在大兴安岭西北麓密林深处的鄂温

克族猎民狩猎区“撮罗子”里，2006 年，玛尼从呼伦

贝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退休后，全身心致力于使鹿

鄂温克人的民俗、民歌、民族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整理、研究等工作。

（2018年9月1日摄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玛利亚·索（1921 年-2022 年）

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人公原型，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女酋长”，毕生与她的族

人生活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深处。 （2018年8月16日摄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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