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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1

卷首语

呼伦贝尔的特点和国际化

唐 戈

呼伦贝尔作为一个区域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呼伦贝尔

指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狭义的呼伦贝尔仅指岭西地区，即大兴安岭以

西地区。这里讨论的是广义的呼伦贝尔。

我踏入人类学这一行（1991 年）就是从呼伦贝尔开始的，但最初

采取的仍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即族群研究法，从最初的北通古

斯人（包括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到后来的俄罗斯族（混血人），一直

是两条腿走路。2009 年，我开始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简称“额

尔古纳地区”）这个区域概念之下研究北通古斯人的一支——驯鹿鄂温

克人与俄罗斯人的关系。2014 年，我将额尔古纳地区扩展到岭西地区，

即狭义的呼伦贝尔地区。2018 年，我的研究区域从岭西地区又向相邻

的境外地区扩展，即扩展到中俄蒙相邻地区。

我虽然研究的是岭西地区，但由于我的研究最初是从北通古斯人

开始的，因此在研究岭西地区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岭东地区（大兴安

岭以东地区），即广义上的呼伦贝尔区域。

一、呼伦贝尔的特点

虽然自研究呼伦贝尔伊始，我即思考其作为一个区域的整体性特

点。我最初关注的却是他的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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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呼伦贝尔吸引我的地方。呼伦贝尔一共有 8 个民族，即汉族、蒙

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回族和朝鲜族。

其中蒙古族有 3 个分支，即巴尔虎、布里亚特和厄鲁特，鄂温克族也

有 3 个分支，即索伦、哈木尼干（通古斯）和驯鹿鄂温克。鄂伦春族

虽然也有内部差异，或可按史禄国的分类，分为“墨尔根通古斯”“兴

安通古斯”等，但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小，没必要再细分。但是

若使用“族群”这个概念，呼伦贝尔的族群就不是 8 个，而是 12 个。

回族和朝鲜族很少有人研究。回族主要分布在额尔古纳地区的得耳布

尔河流域，有两个民族乡，若干个聚居的村镇。朝鲜族主要分布在阿

荣旗，有一个民族乡。呼伦贝尔作为一个区域，具有明显的族群和文

化多样性的特点，是中国北方少有的最具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区域。

呼伦贝尔的第二个特点是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的多样性。拉铁摩

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研究的是中国北方游牧社会与农业

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有关东北的一章使用的标题却是“满洲的农田、

森林和草原”（拉铁摩尔 2005：69）。拉铁摩尔注意到东北除了有农田

和草原，还有森林。东北的这一特点更集中地体现在呼伦贝尔。谈到

呼伦贝尔，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地处大兴

安岭以西，包括岭西地区之大部，位于横亘亚欧大陆中北部的亚欧草

原带的最东端。呼伦贝尔草原往东是大兴安岭，进入了森林带。呼伦

贝尔的森林带位于大兴安岭林区的西南部，占据大兴安岭林区的大部。

其北部属典型的泰加林，处于广布在北半球北部的泰加林带的最南端。

呼伦贝尔的农田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位于岭东地区东端松嫩平原的

西端，另一部分位于岭西地区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衔接部位，

呈带状分布，集中分布在额尔古纳地区南部的三河 a地区。

与呼伦贝尔生态环境多样性的特点相一致，呼伦贝尔传统的生计

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草原地带传统的生计方式是畜牧业，包

括游牧与定居放牧和圈养两个亚型，其中以游牧为主。蒙古族和鄂温

a  指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三条支流，即根河、得耳布尔河和哈乌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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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族的两支——索伦人和哈木尼干人以游牧为主。达斡尔族、汉族和

历史上的一部分俄侨从事定居放牧和圈养，其中汉族和一部分俄侨主

要集中在海拉尔以东哈克和扎罗木得地区。森林地带传统的生计方式

是游猎，包括两个亚型：一个亚型为森林骑马游猎，主要是鄂伦春族

和一部分索伦人；另一个亚型为驯鹿鄂温克人的森林徒步与乘骑驯鹿

游猎。农业有 4 个亚型：一是汉族的农业，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这

个亚型系近代汉族移民从华北地区带入；二是达斡尔族的农业，主要

分布在松嫩平原与大兴安岭的衔接部位，与汉族农业相比，具有粗放

和多种经营（农、牧、渔、猎）的特点；三是俄罗斯族、回族和一部

分汉族的农业，主要分布在岭西地区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衔接

部位，特别是额尔古纳南部的三河地区。这种亚型系 1917 年十月革命

后俄侨从俄罗斯东后贝加尔 a地区带入，其特点是农业、畜牧业和狩

猎采集业的有机结合；四是朝鲜族的丘陵稻作农业。

呼伦贝尔的第三个特点是国际化，主要表现在 6 个方面：首先，

中国国际化的开端是从呼伦贝尔开始的。1689 年中、俄签订《尼布楚

条约》，由此开启了中国国际化的历程。其次，呼伦贝尔位处中国的东

北边疆，与俄罗斯和蒙古相接壤，地处中、俄、蒙三国相邻的三角地

区。第三是历史上存在频繁和大规模的跨国移民现象。比如，1825 年

前后驯鹿鄂温克人从俄罗斯勒拿河上游右岸地区移民黑龙江上游及额

尔古纳河下游地区；1882 年额尔古纳河两岸发现金矿，汉族从山东、

河北移民俄罗斯东后贝加尔地区，俄侨移民中国黑龙江上游和额尔古

纳河下游地区；1903 年中东铁路建成通车，俄侨移民中东铁路西线各

地；1917 年十月革命，俄侨、布里亚特人和哈木尼干人从俄罗斯后贝

加尔地区移民呼伦贝尔地区 b；1929 年中东路事件，汉族（华人）与俄

罗斯族（混血人）从俄罗斯东后贝加尔地区移民额尔古纳地区；1933

a  后贝加尔又译“外贝加尔”，指贝加尔湖与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之间的地区，包括两

个大的行政区划，其中位于西部的是布里亚特共和国，位于东部的是后贝加尔边疆区，

东后贝加尔指的是后贝加尔边疆区。

b  1917 年十月革命，在移民中国的同时，布里亚特人和哈木尼干人也移民蒙古东北部的东

方省和肯特省。

卷首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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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联实行集体化，又一批俄侨移民呼伦贝尔地区；1945 年，巴尔虎

人从新巴尔虎左旗移民蒙古国东方省；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俄侨回国；

1989 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俄罗斯族与布里亚特人从呼伦贝尔移民

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和伊尔库茨克。第四是存在多个跨界族群，其中

跨中、俄、蒙三国的族群有巴尔虎人、布里亚特人和哈木尼干人，跨

中、俄两国的族群有俄罗斯族和驯鹿鄂温克人。第五是存在频繁和丰

富的跨国流动现象，主要包括跨国经贸、跨国探亲、留学和跨国集体

活动等。跨国经贸主要涉及口岸贸易、商品批发与零售业、农业、采

矿业、木材采伐和加工业、餐饮业以及跨国务工与劳务输出等领域。

跨国探亲涉及布里亚特人、巴尔虎人和俄罗斯族等 3 个族群。跨国集

体活动主要包括布里亚特人的“阿拉哈日嘎纳”国际艺术节、巴尔虎

人的国际那达慕和哈木尼干人的国际那达慕等。第六是俄罗斯文化在

这一地区的影响深刻，这也是呼伦贝尔国际化最突出的特点。

在此，我们重点关注俄罗斯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历史上，俄

侨（包括苏侨和无国籍侨民）曾经是呼伦贝尔最大的族群，1953 年俄

侨离开中国之前，生活在呼伦贝尔的俄侨超过各民族人口的总和。俄

罗斯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 3 个方面：（1）俄语的影响。一

是呼伦贝尔汉语方言中存在一定数量的俄语借词，二是除了俄罗斯族

以俄语为母语外，a一部分驯鹿鄂温克人以俄语为第二交际语言，三是

有三个族群取俄语名，即俄罗斯族、驯鹿鄂温克人和哈木尼干人中的

两个家族 b。（2）俄罗斯生计方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业、畜牧业、

森林采伐业、养蜂业和狩猎业等几个方面。农业方面的影响主要是一

种新的生计方式和部分农作物的输入。畜牧业方面的影响主要包括部

分牲畜品种的输入、定居放牧（与游牧相对）方式的影响、大量新型

生产工具以及奶牛业的输入等，其中奶牛业的输入影响最大。养蜂业

主要是黑蜂的养殖。狩猎业主要是人造碱场（作为一种狩猎手段）的

a  当代中国俄罗斯族的主体绝大多数都是汉、俄两个民族通婚的后代，即混血人（“米吉

斯”）。他们是典型的双母语人，除了俄语，汉语也是其母语。

b  这两个家族都有俄罗斯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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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3）俄罗斯物质文化的影响。表现在饮食、服饰、居住、交通

和器具等几个方面。以面包（“列巴”）为例，除了俄罗斯族以面包为

主食外，另有三个族群，即布里亚特人、哈木尼干人和驯鹿鄂温克人

也以面包为主食。（4）东正教及其节日和丧葬文化的影响。除了俄罗

斯族，另有两个族群，即驯鹿鄂温克人和哈木尼干人也信东正教，过

巴斯克节（复活节）以及举行东正教式的丧葬仪式等。

表 1 呼伦贝尔 4 个族群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排序

俄罗斯族 驯鹿鄂温克人 哈木尼干人 布里亚特人

俄语作为交际语言

俄语名

面包（列巴）

东正教

巴斯克节（复活节）

东正教丧葬仪式

呼伦贝尔国际化的特点在这一辑《北冰洋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本辑共有 8 篇文章论及这一特点。除了我的一篇论文和一篇

书评外，希罗科戈罗娃的《西北满洲》、林德格尔的《西北“满洲”和

使鹿通古斯》、马克西姆的《俄中边境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孙

晓晨的《中俄口岸“打包商”：一个迁移群体的社会网络与商业实

践》、安娜的《中国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旁注民俗文本——艺术民俗志

资料》、张如阳的《内蒙古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民间文化——“旧”歌概

况》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体现出呼伦贝尔国际化的特点。

希罗科戈罗娃的《西北满洲》和林德格尔的《西北“满洲”和使

鹿通古斯》是两篇旧文，虽然不是论文，但学术价值极高。这两篇文

章具有关联性，其中《西北满洲》在先，《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

斯》在后，并且是受《西北满洲》一文的启发和影响而写成的。

这两篇文章属旅行记，其中《西北满洲》记录了作者和她的丈夫

史禄国在“西北满洲”调查北通古斯人时的所见所闻。除了北通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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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者在多个地方涉及到了俄罗斯，比如多处谈及俄罗斯人的一个

特殊群体——哥萨克，包括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哥萨克，多处谈及额尔

古纳河左岸地区，特别提到了额尔古纳河左岸的一个俄罗斯村落——

奥洛奇，以及多处谈及“俄罗斯化”的通古斯人等。

《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斯》记录了作者在“西北满洲”调查北

通古斯人的一支——使鹿通古斯人的田野经历，除此之外，作者还用

相当多的笔触谈及使鹿通古斯人与哥萨克人的关系。在 1938 年发表的

论文《一个没有冲突的文化接触的实例——西北满洲的驯鹿通古斯和

哥萨克》中，作者直接将“哥萨克”写进了题目里。（E · J · 林德格尔 

2020：280）

马克西姆的《俄中边境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论述的是中国

境内布里亚特人的传统文化。这部分布里亚特人系 1917 年十月革命

后从俄罗斯东后贝加尔地区迁到中国的，因居于呼伦贝尔草原的锡尼

河流域，被称作“锡尼河布里亚特”。作者论述了这一群体的传统文化

在异文化的环境之下得以延续的既定事实，分析了其中的缘由以及他

们在历史进程中针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策略。在谈到地理因素时，作

者认为这一群体“因其聚居于俄中边境地区，几乎未受到外部因素影

响”，因而使得其传统文化“得以存续”。

孙晓晨的《中俄口岸“打包商”：一个迁移群体的社会网络与商业

实践》研究的是满洲里边境贸易一个专门从事中俄民间小宗贸易运输

服务的群体——“打包商”。“通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人类学观察，特

别是对其异乡生活的深度描述”，作者分析了这一群体的“缘起、迁移

原由、社会关系、经营特点”，“进而探讨在社会变迁的国际与时代背

景下，这一民间性、商业性迁移群体，是如何基于原有血缘与地缘关

系，得以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谋生之道”。

安娜教授的《中国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旁注民俗文本——艺术民

俗志资料》和她的学生张如阳博士的《内蒙古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民间

文化——“旧”歌概况》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但前者是“旁注民俗

文本”，并不是纯粹的民间文学。如同布里亚特传统文化在锡尼河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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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这个群体中被完好保留一样，俄罗斯，特别是东后贝加尔地区的

民间传统文化，包括口头传统，在中国的三河地区也被较为完好地保

留了下来。柯廖斯的《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民间文学与传统文

化论集》也属于这一范畴。

希望呼伦贝尔的国际化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各位学者可以

借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设立之东风，将研究的区域从当地扩展到俄罗

斯和蒙古的相邻地区，即“中俄蒙相邻地区”，从而在国际区域研究中

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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