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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桦共生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桦树文化

娜 敏 白 鹭

摘要：寒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大、小兴安岭的山林河谷中生长着

众多的白桦树，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与桦树为邻，利用其坚硬的树

干和防水轻便的树皮制作各类生产生活用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他们的文化审美乃至精神信仰都深受桦树的影  响。

关键词：白桦树 生计 文化审美 精神信仰

作者简 介：娜敏，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

 白鹭，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及民族

文献。

不同地域的气候、物候特点对生活其间的族群形成生境制约，从而成就

了各族群文化多元的特点。在我国大小兴安岭以及西伯利亚广袤地域，鄂温

克、鄂伦春人生活的家园，分布着郁郁葱葱的白桦林，白桦树拥有顽强的生

命力，能够抵御寒冷的风霜雨雪。鄂温克、鄂伦春族的传统衣食住行、狩猎

生产以及婚丧等活动，无一不与白桦树（木、皮）有关，他们不仅饮其汁，

用其木、皮，而且在文学以及精神信仰方面都深受白桦的影  响。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当代视野下无文字民族口承史诗传承研究”

（项目编号：18YJC850018）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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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存：与桦为邻，以桦为生

据《辞海》（修订本）生物分册的描述，桦亦称“桦木”“白桦”。桦木科，

落叶乔木，高可达 25 米。树干端直。……喜光，抗寒，天然更新容易。作

为喜光的速生树种，耐湿、耐寒，种子小而产量高，小小的白桦树种随风飘

到潮湿的地方即可生根发芽。白桦生存能力极强，10 年即可长到十几米高。

“白桦在内蒙古兴安岭林区分布广泛，并常与落叶松、樟子松、黑桦、山杨混

生在一起，有的地方大面积成林。大小兴安岭白桦林总面积约为 2139542 公

顷（呼伦贝尔盟史志编纂委员 1999：843）。”

《黑龙江外记》卷八有载：“山谷多桦木，土人以为箭笴，为鞍板，为刀

柄。”白桦材质致密、坚硬，除史料记载的箭杆、刀鞘等外，鄂温克、鄂伦春

人还用其制作滑雪板、大轮车、套马杆、马鞍、马镫以及摇篮等。一则流传在

使鹿鄂温克人中的传说（孔繁志 2002：95），讲述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大兴安

岭连续下了几天几夜的大雪，猎民居住的“撮罗子”被大雪覆盖，在厚厚的积

雪中猎民寸步难行无法狩猎。为了克服困难，他们砍下白桦木薄板，做成滑雪

板，在雪中前行狩猎，从此，白桦树成了猎民所珍爱的树木。在面临生存危机

和困难的时刻，是白桦树做成的滑雪板化解了险境，因此鄂温克人发自内心地

喜爱和珍视它。他们的滑雪板由桦木制作，长 2.5 米，宽 20 公分，厚 1.5 公分，

前端呈尖形上翘，中段有用皮绳栓的套子，穿它滑行如飞（赵复兴 1991：113）。

制作以桦木为原材料的大轮车，曾是鄂温克人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轮车，鄂温克语为“卡恩盖特勒根”，是生活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阿荣旗一带鄂温克人的主要交通用具，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和辉苏木的

鄂温克人也有制作大轮车的历史。桦木主要用来制作车轴和车辕，车头则以

黑桦木制作。阿荣旗查巴奇鄂温克民族乡因地处山区，木材丰富，20 世纪初

到 20 世纪 60 年代，鄂温克猎人依靠大轮车交易解决马匹、吃粮等问题，一

度形成了大轮车制造和猎业生产并重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编辑委员会 1986：

76—78）。鄂伦春人制作的大轮车具有轻便耐用、便于修理等优点，能载千

余斤货物，适于在草原、荒山、沼泽和河溪地带行驶，被誉为“草上  飞”。

过去，鄂温克、鄂伦春人使用的桦树皮制品种类异常丰富，有人类学家

称鄂伦春人是依靠桦树和鹿生存的民族，“大自然恩赐给鄂伦春人的丰富多样

的动植物资源中，桦树和鹿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桦树在兴安岭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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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白桦居多。……桦树是鄂伦春人取之不尽的资源”（秋叶隆 1995a：2）。

鄂温克、鄂伦春人使用的桦树皮用具主要有：桦皮船、桦皮哨、桦皮刀鞘、

桦皮驮箱、桦皮笸箩、桦皮簸箕、桦皮采集斗、桦皮围子、桦皮车篷、桦皮

篓、桦皮桶、桦皮碗、桦皮摇篮、桦皮箱、桦皮盒、桦皮针线包、桦皮剪皮，

此外还有桦皮纸、桦皮帽、桦皮鞋  等。

鄂温克、鄂伦春人与桦为邻，以桦为生，一方面源于桦树本身的特性。

作为大小兴安岭常见树种，桦树浑身是宝，木质坚硬，树皮不透水、不透气、

轻巧柔软且富有弹性；另一方面，鄂温克、鄂伦春人敏于观察、善于探索，

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桦树物尽其用，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大自然

的馈赠，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生产生活用具，随之产生的桦树文化之多彩多元

世所罕  见。

二、钟爱：文化审美

鄂温克、鄂伦春人与桦树的紧密连接，没有止步于生存所需，桦树旺盛

的生命力以及优美的姿态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审美，形成了诸多与白桦相

关的民间文学作  品。

（一）神话：创造人类

在人类智慧启蒙之初，原始初民就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何而来”。

受到思维认知能力以及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万物有灵思维的影响下，他们

向与其密切相连的大自然寻求解答，于是动植物中的卵、树木等以及非生物

中的土、石等，都成为了“人类生命”的缔造者，由此也产生了世界各地丰

富多彩的人类起源神话。在我国各民族中，树木生人神话并不鲜见。与鄂温

克、鄂伦春族同为通古斯语族的满族，就有人与柳枝结合诞生人类的神话，

我国西南地区苗族则有枫树孕育人类的神话流  传。

在鄂伦春族造人神话中，有一则扎老桦树皮成人传说。“传说开天辟地

之后，遍地皆是野兽，恩都力看到这种情况，于是用老桦树皮扎成了许多人，

让他们拎着棒子，拿着石头打野兽（徐昌翰等 1989：46）。”从主位视角来

看，鄂伦春人认为“她曾‘像阿妮（妈妈）一样，用自己的奶水养活不少小

孩子’，‘不然的话，为什么别的树都没有甜水，而唯独桦树有呢’ ”（白水夫 

1986）？以客位视角来看，在鄂伦春人的游猎生活中，白桦树与他们休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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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通过生产生活中的密切接触，鄂伦春人观察到白桦树春天发芽，桦树汁

液清甜可口如同人类母亲的乳汁，剥去桦皮的桦木依然能够存活，几年后重

新生长出新的桦树皮，如同女人产子后身体能够复原，并且可以继续孕育新

生命一样。受物我不分的原始思维影响，鄂伦春初民认为人类诞生于一棵古

老巨大的白桦树，天神恩都力用老桦树皮扎制成人类，就如同鄂伦春人用桦

树皮制作各类生产生活用具一  样。

（二）传说：保卫家园，止息战争

流传于雅鲁河流域的鄂温克族传说——黑龙江和大兴安岭的传说（杜梅 

1989：121—125），讲述了鄂温克人为了躲避葛沙肯魔兵的侵犯，扶老携幼南

迁避难，在宝物黑龙宝镜以及宝梳、宝篦帮助下，彻底摆脱了葛沙肯兵的追

杀，安居在由黑龙宝镜化作的黑龙江畔。在传说的结尾，主人公萨格迪为了

抵挡葛沙肯恶魔的追杀，在大兴安岭山顶抛出了他的传家宝物——宝篦，宝

篦化成了稠密的树林，且这树木汁液充足，火都烧不着它，从而阻挡了葛沙

肯恶魔，保护了鄂温克人。大兴安岭的树种里，数量众多且汁液丰富的树种，

非白桦莫属。在鄂温克人的眼中白桦树林阻挡了恶魔，保卫了他们的生命和

家园，白桦树是鄂温克人的救命树，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

一则流传在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的鄂伦春族传说——白桦岭的传说（隋书

金 1988：151—153），讲述的是金额和银额两个部落，因为抢占猎场、争夺马

匹经常发生争斗仇杀。在一次争斗中，山神白那恰请来雷神、雨神帮忙，霎

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两个部落暂停争斗，决定改天再战，第二天他们看

到荒山一夜之间长满了密密层层的白桦林。这时，山里传来了动听的歌  声：

都是亲兄弟  呀，

何必相摧  残？

愿春雨洒遍青山  哪，

兄弟熄硝  烟。

箭杆变成白桦林  呀，

携手共团圆！ 

听到歌声，他们醒悟过来，放下手中的武器，从此和睦相处。传说里，

用来互相残杀的箭杆变成了满山遍野的白桦树，从而止息了两个部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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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鄂伦春的先民化干戈为玉  帛。

与其说以上两则传说为风物传说（徐昌翰等 1989：99），不如说是历史传

说，它们曲折反映了鄂温克民族斗争和迁徙的历史以及鄂伦春人早年各部落

争斗的历史，而矗立于大小兴安岭的白桦树则是他们沧桑历史的见  证。

（三）民歌：对纯洁爱情的向往

在鄂温克人喜闻乐见的民歌中，也歌唱白桦树。一则民歌，借白桦树笔

直俊秀的形象来比喻鄂温克男儿的耿直性情：“格尼河的根格尔特诺诺，耿直

得象山上的白桦（马名超，闫沙庆 2002）。”

在鄂温克、鄂伦春人看来，白桦树树干洁白，是美好爱情的化身。一首

鄂温克民歌《恋歌》（内蒙古自治区编辑委员会 1986：120—121），歌唱一对

恋人约在海拉尔河边相见，为了见面姑娘谎称要去采韭菜，征求了父母兄嫂

所有家人的意见后终于来到河边，可是她的情郎已经等了 40 天之久，饿死

了。姑娘伤心地殉情，把自己和爱人埋在了一起，埋葬他们的地方长出两棵

白桦树，这对恋人的故事从此流传。与这则民歌内容大致相同的还有鄂温克

族民间传说——两棵小白桦树（敖嫩 2011：150—156）。鄂伦春族中也有相似

的传说流传：女子因婚姻不能自主，逃出家庭在呼玛河畔吊死，她的情人殉

情自杀，在他们死去的地方长出两棵白桦树（徐昌翰等 1989：105）。

过去鄂温克、鄂伦春族青年男女的婚姻由父母包办，导致一些相爱的青

年恋人无法在一起。女人的处境尤为凄凉，即使不喜欢或者讨厌对方，也只

能嫁夫随夫，她们向往像白桦树一样美好的爱情，于是大胆地放声歌唱自己

心目中的爱情。在鄂伦春族的民歌中表现较为突出，如“白桦要有青松配，

心灵手巧的姑娘要有好猎手娶” （徐昌翰，隋书今，庞玉田 1989：241），“喜

鹊愿落在美丽的白桦树，我只爱聪明能干的人”（徐昌翰等 1989：250）。更有

用桦皮制品打掩护约会，以私定终身的，比如《乌涤尔河的姑娘》：“在小河

边相会呦，桦皮桶打遮掩。在树林里相会呦，桦皮篓打遮掩。现在就等你点

头了，咱俩把婚日定妥吧（徐昌翰等 1989：251）。”

北国独特的自然生境、悠久的游猎生活以及万物有灵的萨满信仰，是鄂

温克族、鄂伦春族民间口承文学的重要根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融合了

民族的历史、习俗、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不论是神圣古老的神话，还是承

载民族记忆的久远传说，还是或悲戚或欢快的民歌，从古至今，鄂温克、鄂

伦春人都在真诚地、不遗余力地歌颂、赞美桦树。与此同时，他们赋予桦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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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顽强、正直、优美、纯洁等美好品质，也深深地刻进了鄂温克、鄂伦春人

的精神气质  中。

三、依托：精神信仰

在鄂温克、鄂伦春族的精神信仰中，萨满信仰有着古老而深远的影响，

鄂温克、鄂伦春先民认为周围世界的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类与宇宙天地紧

密联系，萨满作为民族的先知者、通神者，能够通过访问其他世界获得神意。

在萨满沟通人神的过程中，桦木、桦皮制品充当了重要角  色。

（一）萨满树——宇宙树

鄂温克人认为，每一个萨满都有一棵特殊的萨满树。“一方面，萨满的生

命有赖于它；另一方面，萨满的神通有赖于它（阿尼西莫夫 2016：165）。”在

泰加森林里，萨满树通常为落叶松，而在针叶阔叶混交林里，则多为白桦树。

如，生活在贝加尔湖地区的鄂温克人，萨满树为桦树：“在两棵大松树之间选

择两棵小桦树，这两棵小桦树被当做萨满。两棵小桦树上挂满各种颜色的小

布条、串珠、丝线和碎布条（A.C. 舒宾 2019：36）。”

中国境内的鄂温克人举行新萨满仪式时多立桦树。如，使鹿鄂温克人的

新萨满仪式上，在撮罗子火位的北面立两棵活树，右侧是落叶松，左侧是桦

树，这两棵大树的前方立下两棵小树，同样右侧为落叶松，左侧为桦树。通

古斯鄂温克人的新萨满仪式，会在蒙古包中立一棵桦树。索伦鄂温克人在举

行“奥米那楞”a时，毛哄（大家族）里的人会到大兴安岭里取四棵桦树，然

后分别在萨满的蒙古包里栽一棵、撮罗子内栽两棵，距撮罗子十二、三步远

的地方栽一棵（内蒙古自治区编辑委员会 1986：490）。

萨满进行祈福、治病等仪式时，需要借助萨满树来通神。从萨满教的宇

宙观来看，世界分为三界，连接三界的纽带或者渠道是宇宙树，宇宙树从大

地中心长出，直达天界。对萨满来说宇宙树是必须的，在仪式上它是萨满与

神灵沟通的媒介。“靠着一棵树或是一根木桩登上天庭也是阿尔泰族萨满跳

神仪式的主要内容。桦树或是木桩就相当于处在世界中心、连接三界的宇宙

之树或者世界之柱。总而言之，在萨满教中的树同宇宙之树的地位完全相同

（米尔恰·伊利亚德 2008：956）。”由此可见，在鄂温克族萨满仪式中萨满树

a  “奥米那楞”，鄂温克族萨满集会，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老萨满教新萨满，二是祈求整个

家族的平安、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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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宇宙树是同一  的。

人类学民族学田野作业资料显示，鄂伦春族萨满在举行祭神仪式时要在

“帐篷后面的地方立桦木三叉，把桦树皮包的神像安置其上（秋叶隆 1995b：

23）”。将桦木立在屋外，这一点同查巴奇鄂温克民族乡索伦鄂温克“奥米那

楞”仪式中桦树处于屋外的位置相同。“‘奥米那楞’须在萨满家进行，院内

立一棵桦树，屋内立一棵杨树或柳树，两树之间以麻绳相连，树枝上悬挂五

色布条（内蒙古自治区编辑委员会 1986：115）。”据不同的田野资料，鄂伦春

萨满祭神仪式并不是都选择桦树或桦木作为宇宙树，如赵复兴《鄂伦春族游

猎文化》中的记录：“选择好祭神的场所后，要把这个地方打扫干净，砍来 3

棵碗口粗的樟子松，并排埋在广场的北头，然后再用柳树、桦树等小树枝把

场地周围圈起来（赵复兴 1991：245）。”在这场仪式中，樟子松充当了宇宙树

的角色。选择什么树充当世界树，掌握权在于萨满的神：“萨满的神在跳神前

决定选择什么树，告知‘毛哄’的人去准备。山上的神喜欢桦树，河边的神

则喜欢杨树和柳树（内蒙古自治区编辑委员会 1986：115）。”伊利亚德在《宗

教思想史》中提及，在整个亚洲曾经都有过关于“世界中心”的神话想象，

体现为“宇宙山”和“世界树”。在鄂温克、鄂伦春人的山神信仰中，山神形

象体现为刻画在大树上的男性老者头像，如果说山神代表“宇宙山”，选中的

大树代表“世界树”，那么山神所在的大树则体现了“世界中心”这一古老观

念。民族学资料显示“山上的神喜欢桦树”，由此可推断在鄂温克、鄂伦春族

萨满仪式中，宇宙树的重任多数由桦树承  担。

（二）神偶神具

鄂温克、鄂伦春族萨满信仰中一些重要的神偶神具是由桦树皮制作而成

的。索伦鄂温克人在脸上长疥疮时供奉的德力格丁神，是由桦树皮或红铜制

作的面具。西伯利亚的鄂温克人在举行狩猎巫术仪式时，用桦树皮刻成野兽

和鸟的小雕像模拟未来的猎物（阿尼西莫夫 2016：22）。鄂温克人不但用桦树

皮来制作神偶，他们还将供奉的各类神偶放置在用桦树皮制作的盒子中。“玛

鲁”是与鄂温克人祖先有关系的神，由 12 种东西和神灵组成。“玛鲁”神盒

呈圆柱形，内部是桦树皮盒，外侧则是鹿皮制成的圆形皮口袋，神盒里装着

“舍卧刻”（祖先神）以及“舍卧刻”所喜欢的用具及动  物。

鄂伦春人也有“玛鲁”神，又称为“玛鲁·博如坎”或“卓·博如坎”，

同样放在桦树皮包内，是屋内祭祀的家神，一共有 6 种神灵。秋叶隆在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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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30 年代的调查中，有幸打开鄂伦春人的“博拉·博如坎”——屋外神祠祭

祀的家神，在他称之为“神圣的桦树皮包”中，有“霍卓日”神、“札奇·达

列”神、“阿萨让笛”神、“玛盖”神、“布玛”神、“奥克楚克”神六种，加

上“玛鲁”神也是 12 位神偶（秋叶隆 1995b：23—25）。除此之外，秋叶隆还

搜集到由桦木制作的重要神具萨满鼓：“我所采集来的神鼓是桦树做的圈，一

面蒙上獐皮，成蛋形（秋叶隆 1995b：28）。”

当下，鄂温克、鄂伦春族游猎生产方式已走向终结，他们与桦树亲密无

间的相依关系受到了极大挑战，对桦树物质形态的利用呈跳水式下滑，旧有

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不再适宜。但从鄂温克、鄂伦春族的精神文化和宗教

信仰来看，桦树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血液和文化基因中，部分生活用

品转化变形为旅游产品，并且衍生出桦树皮镶嵌画、桦树皮烫画等文化创意

产品，相信伴随着神话传说的流传和神圣的萨满仪式，洁白无瑕、坚毅挺拔

的白桦树仍将与鄂温克、鄂伦春人和谐共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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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with Birches: Birch Culture of the Evenki and Oroqen

Na Ming Bai Lu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birch trees growing in the mountains and valleys 

of the large and small Xing’an mountains in the cold temperate continental 

climate. The Ewenki and Oroqen people regard birch as their neighbors, and use 

the hard trunk, waterproof and lightweight birch bark to produce various tools. 

Throughout history their cultural aesthetics and even spiritual beliefs, both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birch trees.

Keywords: Birch tree; way of life; cultural aesthetics; spiritual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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