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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圈民族和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之拙见
白 兰

摘要：本文从北极圈民族的地缘、历史、信仰和文化的定位出

发，探讨北极圈文化的核心理念的价值定位以及北极圈民族的发展

问题，提出北极民族文化、民俗的抢救性记录和抢救性研究已经迫

在眉  睫。

关键词：北极圈 民族文化 近北极民族

作者简介：白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内蒙古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研究基地首席专  家。

一、北极圈民族的地缘、历史、信仰和文化的定位

说到北极，大家的脑海中出现的是白雪皑皑、北极光和北极熊，了解多

一点的话还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群体动物——驯鹿；当然，我们不要忘了，

这里还有辽阔的苔原和泰加  林。

冰雪、熊、驯鹿，或者还有狼、公牛等在这片大地上活动比人类早。但

是，人类是无处不在的。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北极的呢？考古学家在

亚那河的下游发现了古人生活的痕迹。他们认为，大约 3 万多年前第一批居

民在这片荒原居住，他们在洞穴的石头上留下了壁画和装饰品，壁画上描绘

了狩猎场面。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穿越亚洲大陆，经过古代中国和蒙古的

边界慢慢到达北极地区（这是北极人来源说之一），直到现在仍然留在这  里。

国际社会对北极土著居民作了分类，他们包括文普赛人、阿连伍德人、

*  2021 年 7 月第三届北冰洋研究国际论坛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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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涅茨人、坎德人、奥路奇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萨米人、欧罗吉人、

多尔干人、安奇人、乌里奇人、楚科奇人、堪察加人。这些社会群体的语言、

传统、感情、文化、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相近但又各有特  点。

北极地区土著民的人口通常很少，每个族群很少超过 5 万人。从北极苔

原游牧到森林草原地区的迁徙是北极土著居民通常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这样

生活的——打猎、放牧驯鹿、钓鱼、聚众等等。这种特征与远东、西伯利亚

一些族群的文化也比较相似，比如，埃文基人、鄂文人、奥罗奇人、雅库特人

和科米人等。在中国，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与北极土著民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因此，2009 年做敖鲁古雅驯鹿文化博物馆时我们提

出了“亚北极圈文化”，2014 年做鄂伦春民族博物馆时提出“泛北极文化 圈”。

这个定位基于地缘、文化与信仰和所在国家的政  策。

地缘的接壤性——沿 北 极 而 来 的 永 久 性 冻 土 区 和 泰 加 林 区。 冻 土 区

（带），亦作冻原或苔原，语出萨米语 tūndra，意思是“无树的平原”。自然地

理学指的是由于气温低、生长季节短，而无法长出树木的环境；地质学是指

零摄氏度以下，并含有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一般可分为短时冻土（数小时、

数日以至半月）、季节冻土（半月至数月）以及多年冻土（又称永久冻土，指

持续二年或多年的冻结不融的土层）。地球上多年冻土、季节冻土和短时冻

土区的面积约占陆地面积的 50%。中国东北冻土区为欧亚大陆冻土区的南部

地带，具有明显的纬度地带性分布规律，共长 200—400 公里并自北而南面

积逐渐减少。冻土带对外界环境因素的改变极为敏感，状态很不稳定。泰加

林，是指北极从树木线开始向南延伸的针叶林，又称“寒温带明亮针叶林”。

横贯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高纬度的环北极地带，是地球上分布面积最辽阔的

森林生态系统，面积达 1700 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11%。在欧亚大

陆，从大西洋沿岸开始，从北欧到东欧再到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

岸。俄罗斯泰加林 5000 公里长，1000 公里宽，占世界泰加林面积的三分之

一。在北美洲，泰加林从阿拉斯加到加拿大，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沿岸。中国

最大的一片泰加林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是泰加林区的最南  端。

文化与信仰的相近性——包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以及信仰方式等。比

如狩猎、饲养驯鹿和捕鱼；比如“斜仁柱”式墙顶一体的住屋；比如共同劳

动、平均分配式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萨满教、习惯法、语言等也都有着很高

的类同性；另外，他们的生物性格、长相和体态特征等也是比较相像  的。

政策的发展性和保护性原则——在现代，发展、保护为主题的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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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围绕泛北极民族的生活重点。北欧国家处理萨米人文化保存与发展的方

式是萨米议会、萨米法；中国 1984 年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2005 年开始实

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俄罗斯 a 强调对北方土著民和人数较少民族

的保护。针对生活在西伯利亚、远东、欧洲北部地区人数在 5 万以下的少数

民族和土著民，国家给予特殊的支持。为他们划定固定的生计区域，从石油、

天然气等公司获得补偿，建立寄宿学校，上大学有专门的指标。加拿大是一

个由移民和土著民族（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组成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

化的“拼盘”国家，加拿大民族文化政策经历了盎格鲁一致论、熔炉论、文

化多元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发展的嬗变过  程。

先了解一下 2020 年大英博物馆的“北极：文化与气候”的特展（展至

2021 年 2 月 21 日），我们再试着解释北极圈民族的地缘、历史、信仰和文化

的定位。这个旨在探索北极土著民的文化与创造力的展览，通过出土文物、

摄影作品、当代艺术作品来揭示北极土著居民的文化方式和他们如何适应气

候变化的。在艺术评论家乔纳森·琼斯看来，“这个激动人心的展览，赞扬了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北极地区的文化与艺术创造力，也批判斥责了现代工业对

北极地区的生态影响。”展品的年代最早可追溯至 2.8 万年前在西伯利亚冻土

层发现的冬装、鲑鱼皮制作的家用包袋、独角鲸骨与北美驯鹿骨制作的雪橇

和埃文基青铜面具等。其中海豹皮制成的神奇服装，它不仅是浮力的辅助，

还能让人们在漂浮中忍受最冰冷的海水。这些精心制作的毛皮服饰和雪橇，

我们感到因纽特人或萨米人的长大似乎很有趣，即使这些东西是他们为解决

生存问题而设计的。这些，让我们面对一个思想的挑衅——海象牙、兽皮、

鳞片和内脏，土著民发现的动物的生物用途令人眼花缭乱。智慧的人类是一

个怪物，先是消灭了猛犸象和尼安德特人，并从那里继续发展。对，他们是

猎杀北极动物的动物，但并未破坏它们的世界。这个展览使我们看到了人类

的英雄气概，而猎捕规则所表现出的尊重与必要的暴力与现代经济的工业屠

杀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生活在自然之中，并与自然保持着平  衡。

a  俄罗斯共有 160 多个民族，普京政府继承了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的办法，保留了民

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的做法，在 83 个联邦主体中有 21 个是按民族划分的，

仍以主体民族冠名，其行政首脑也称总统。2021 年 4 月 4—8 日，俄罗斯北方、西伯利

亚和远东人口较少土著民族协会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首府萨列哈尔德召开第九次代

表大会暨第二届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人口较少土著民族论坛。目前，协会由 41 个土

著民族组成，共有 25 万人，有 34 个地区和民族联合会等分支组织，有权在国际和联邦

层面作为这些民族的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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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极圈文化的核心理念的价值定位 
以及北极圈民族的发展问题

泛北极地区土著民中的任何一个族群，都应得到尊重。他们通过几千年

的生存智慧、“敬畏自然而遵从自然”的文化理念，一直在用对自然影响最

小、对自然资源利用最少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繁衍生息，其主要目标是保持这

片土地的产出，并保证生物的多样性。他们一直在用习惯法来制约环境管理，

比如关于动物和鱼的约定俗成的捕获方式及数量的要求。同时他们在老年人

和萨满的口口相传中，努力地保护着这个有商业价值的北极动物繁殖地，清

洁鱼类的产卵河段和动物的牧场，传播治疗心理健康的传统知识。这其实是

土著民从小就开始学习和训练的生存技  能。

在泰加林带，有世世代代居住的驯鹿部落（族群），他们的生活中只有大

自然，只有森林，只有日月星辰，以及各形各色的动物，包括驯鹿。他们与

驯鹿和大自然中的所有保持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并有数千年历史。埃文

基人说“当我听到驯鹿的声音，这是最好听的声音，喜欢它们在我唱歌的时

候奔向我。当我看到乌西塔（星星）的闪烁，这是最美丽的景色，喜欢它们

在夜晚的时候永远在那里。”这是一首古老的歌，女人们在很久以前会唱着它

将孩子和驯鹿召唤回  来。

研究数据显示，当地居民不止一次经历了气候变暖和气候变冷。成为趋

势的气候变暖，使这一地区日益适合人类的居住，同时商业社会带来的毛皮

商业化，20 世纪中期的矿产开发和能源开发，直接构成了对土著民的冲击。

他们几乎是在二三十年里，被迅速地完全地卷入了现代世界。从人口看，各

爱斯基摩族群共有人口约 15 万人，但进入这一地区的外来者达到了 700 多

万人，而且还在增加。北极和泛北极地区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能源和矿藏。

因为以现在的消费水平推算，这一地区巨大的油气资源将在我们这一代人中

耗尽，但是，其特殊环境的价值却是无限的。正如韦登博士所说“世界必须

有一些可以得到体现的边疆神话，一些可以感觉到的、未经探测的大地，和

一些无人居住的神秘地带。它必须有一个野狼出没的地方……因为，能够产

生野狼的土地，才是健康、茁壮而完美的土地。同时，世界也迫切需要一个

地方，使人们能在冬季黄昏中站在绚烂的阳光下，对宇宙的寒冷和沉寂肃然

敬畏。”“然而，除了这一切事物之外，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知道天下仍然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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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人们可以在科技产品与自然果实的平衡交互作用中安然生活。除非

我们能够证明现代社会的繁荣能与大地取得和谐，否则，我们在阿拉斯加挽

救出来的几小块荒野，也不过是人类可悲的博物馆中陈放着的几件奇怪古物

而  已。”a

以爱斯基摩人为例，他们在极端的自然压力下，本来就容易患一种“极

地歇斯底里症”。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北极地区的酗酒、暴力和自杀率

令人忧心忡忡地陡增。传统家庭纽带的断裂，对现代世界的文化不适应，抑

郁焦虑，都是他们自杀的原因（20 世纪中期，鄂伦春人也曾出现类似经历）。

按照美国法律，国土属于国家。但是，爱斯基摩人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地方，

地下的东西属于国家，而他们拥有地表资源的使用权。接受了现代教育、掌

握了更多知识的爱斯基摩人开始觉醒，他们说“我们因纽特人世世代代生活

在这里，从父辈那里学习到怎样爱护这片土地，怎样合理地利用这里的资源，

并把这些告诉给我们的孩子，作为真理一代代传下去。”“当北极的石油被抽

干，当通往这些油田的公路为尘埃所覆盖，被人们所忘记的时候，我们仍将

生活在这里。”“我们要求，那些想利用这块土地的人们必须学会怎样去合理

地利用它。”b

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始终是慢慢成长的学  生。

每年的 3 月 3 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今天，我们不

想痛斥残忍，我们只述说温情，让爱去唤醒爱，用生命温暖生命；我们由衷

地赞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灵，谢谢你们的纯真和温顺，谢谢你们带给人类

的  爱。

中国 2020 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的主题为：维护全球生命共同体。在刚刚

过去的 2 月 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面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表决注定被载入史册，这是

中国文明进步的现代标  志。

三、北极圈民族和文化的未来，我们该做什么

曾经，关于泛北极，特别是北极土著民的叙述，几乎都来自外来者的

a  道客巴巴，《北极地理》，2013-10-22。

b  百度文库，《爱斯基摩人的现在和未来——保护北极的环境》，201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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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记录——探险家、传教士、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开发者等等。爱德

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开篇引述的卡尔·马克思那句话“他们无法表

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对泛北极族群同样适用——某种意义上是

一个由它外部世界的叙述所构建的世界。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印第安人（是

欧洲人对美洲土著的统称，所说的语言有上百种，族群的划分至今没有公认

的分类，人口也没有具体统一的统计），还有现在令人无语和尴尬的“三少民

族”，我们连名字都没有  了。

政策与建议在我们这个研讨会上将是一次认真的侃侃而谈，对决策的影

响力我并不看好。在此仅以感性的方式谈谈所涉及的学术问  题。

（一）记录留存——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要素——体现文化价值

历史的风云变化，社会的进步，很多文化濒临失传。田野的记录（文字、

图片和影像），博物馆（陈列室）的展示，文创产品的开发。不可复制的文化

珍稀性，在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影像家，探险家——博物馆，舞台，旅游

点——材质，图案纹饰，造型艺术，歌舞音乐，令人咋舌的天文、地理知识

的多维结合中充分体  现。

文化、民俗的抢救性记录和抢救性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我是谁”的问

题，恐怕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悬案。仅以自家上几代先人的名字记忆为例，

其实，我已经说不出我太爷爷的名字，不但由于没有文字而无族谱，还由于

鄂伦春人忌讳叫长辈的名字。但太爷爷弟弟的名字我知道，是因为他在 1951

年建旗和 1953 定居时作为代表性人物发挥的作用而被文字记录了下来。更何

况，在飞速发展的时代，狩猎文化在我们这代已经消  失。

（二）范式价值——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要求——提出观点和概念

人类在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中，寻找和希望说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

里来？我们将要到哪里去？”在这样的时代，人类站在“文化自觉”立场上进

行的群体追问，这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全人类都在面对的问题。也

就是说，全球化的趋势中，全世界不同的民族国家都在面临如何认识自己，

如何与其他文化群体合作的问题。因此，需要看到我们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否

与世界潮流符合，甚至是否能够引领世界潮流，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显现我们

的研究价值和学科生命  力。

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扮演四种角色：一是作为社会特殊领域的文化；二是

作为社会运行机理的文化；三是作为人的“生活样法”或生存方式的文化；

四是作为价值规范、行为规范的文化。当我们的活动与行为和文化要求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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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时，并不会感受到文化的作用和力量；一旦离开或违背了原有的文化环

境和生存方式，则会明显感受到文化特有的力量。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因此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自然也不  同。

我们需要讨论的东西很多。比如文化碰撞、文化融合、文化变迁现在

的学界不怎么说了，再过一段时间，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不是也要不说了

呢？是有可能的。作为北极圈文化、泛北极圈文化研究者，我们与“古代社

会”“乡土中国”等处于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虽然我们受到前

辈理论很深的影响，当下是否也得提出些观点或者概念呢？我想，这是理论

研究的范式价  值。

（三）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特色保持

我比较认同功能学派的观点，即“文化”是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

各有特点的生产生活方式，并通过一套礼仪制度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社会

秩序、道德观念、文学艺术等。经过历史中长期的不断锤炼和完善而成的一

种文化特质，一种社会模  式。

当下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共生”的全球化时代，但还远没有进

入到“共识”，呈现出继工业文明而来的世界性大变局。物质匮乏时期，科学

型发展模式占了上风，但当人类进入科学技术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之后，

可持续发展中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生态环境的重建，不是科学手

段就可以解决的，而是由文化和心态决定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

突》里谈到世界秩序重建，认为“如果没有世界性的心态秩序的建立，世界

秩序的重建很难走向和平。”中国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的世界心态秩序，这应该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中理解和

解决人类未来的方  式。

四、结束语

最有价值，同时也是最无法替代的，是北极和泛北极地区高纬度带来的

各种神奇的自然现象，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族群为了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而形

成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他们的创  造。

与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沿北极而来的冻土区和泰加林区的最南端，

从我们入住的云堂山庄潮湿的地面可以感到这是极具苔原地带特点的沼泽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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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过，这里上演的历史，这里交错的文化和文明，会比这沉静的土地精

彩绝伦。先是拓跋鲜卑从兴安岭深处出发，走向中国历史之前，曾在这片森

林与草原接壤的大地上养精蓄锐，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结构。然后，成吉

思汗一支从这片山林中化铁出山，率领游牧人叱咤世界，打破了中世纪板结

的格局，并促成了工业文明的萌芽。近代，中原走来富有开拓精神和充满富

裕梦想的汉子，在大河岸边和森林中完成了华丽的变身，出现了我们眼前看

到的异国风格的文化交  融。

我想说的是，北极圈民族和文化研究的定位，将是具有历史视角的与世

界对话，将是具有文化智慧的对世界文明的参与，将是中国在北极事务中以

地缘和文化进行的链接，我们没有贸然进入而满足于资源的贪婪，我们在做

历史和文化的延续。有视野、有站位的研究，一定会让我们的学术更有价值

和意  义。

The Opinion on the Positioning of  
Arctic Circle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ies

Bai L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geography, history, belief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he peoples in the Arctic Circle, discuss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culture of the Arctic Circl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in the Arctic Circle, and outlines the importance of records and 

research of the culture and folk customs of the Arctic Circle.

Key words: Arctic Circle; ethnic culture; Near-Arctic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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