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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区域概念与区域研究的构想
唐 戈

摘要：作为一个区域，除了“呼伦贝尔地区”，与其相关的区

域概念还有岭西地区、岭东地区、呼伦贝尔草原、巴尔虎地区、牧

业四旗、大兴安岭西坡、大兴安岭西北坡、西北满洲、三河地区、

额尔古纳地区、大兴安岭东麓、嫩江流域和布特哈地区等。以往有

关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主要是族群—民族研究，未

来的发展方向之一是区域研究。一方面要突破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学

科局限，强调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另一方面要突破呼伦贝尔区域

本身的限制，而向周边地区拓  展。

关键词：呼伦贝尔 区域概念 区域研究

作者简介：唐戈，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从

事人类学与民族学研  究。

一、呼伦贝尔区域概念的辨析

（一）呼伦贝尔地区、岭西地区和岭东地区

呼伦贝尔地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呼伦贝尔地区指今内蒙古呼伦

贝尔市，狭义的呼伦贝尔地区仅指岭西地区。广义的呼伦贝尔地区以大兴安

岭为界分为岭西地区和岭东地  区。

1732 年（清雍正十年）清政府设立呼伦贝尔副都统，隶属于黑龙江将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与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一带一路’中俄蒙相

邻地区近代跨国移民与文化传播”（2018VJX10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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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其管辖的范围仅为岭西地区。辛亥革命后，1912 年，岭西地区独立，成

立呼伦贝尔自治政府，1920 年取消。伪满洲国时期，在岭西地区设立兴安

北省，在岭东地区设立兴安东省。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 10 月，在岭西

地区设立呼伦贝尔自治省，在岭东地区设立纳文慕仁省。1946 年 6 月纳文慕

仁省改称“纳文慕仁盟”。1948 年 1 月呼伦贝尔自治省改称“呼伦贝尔盟”。

1949 年 4 月，呼伦贝尔盟和纳文慕仁盟合并，称“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盟”，

简称“呼纳盟”（王志民等 1986：11）。

新中国成立后，1953 年 4 月撤销呼纳盟。1954 年 4 月原呼纳盟与兴安盟

合并，称“呼伦贝尔盟”。1969 年 8 月原属兴安盟的部分大部分划归吉林省，

呼伦贝尔盟的其余部分划归黑龙江省。1979 年 7 月呼伦贝尔盟重新划归内蒙

古。1980 年 7 月兴安盟从呼伦贝尔盟中重新独立出来，呼伦贝尔盟恢复 1954

年 4 月以前的建制（王志民等 1986：12—13）。2001 年 10 月呼伦贝尔盟改称

“呼伦贝尔  市”。

除了岭西和岭东，还有一个区域概念“岭顶”也被经常使用。“岭顶”顾

名思义指大兴安岭的顶部，包括今呼伦贝尔市所辖牙克石市的北部、根河市

的东部和鄂伦春自治旗的西  部。

（二）呼伦贝尔草原、巴尔虎地区和牧业四旗

岭西地区包括这样 3 个自然地理区域，即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西坡

和大兴安岭西北坡。呼伦贝尔草原位于岭西地区的西部和西南部，占岭西地

区之大部  分。

历史上，呼伦贝尔草原常被称作“巴尔虎地区”。巴尔虎，又作“巴尔

加”，是蒙古族的一支，是呼伦贝尔草原的主体族群，呼伦贝尔草原“牧业四

旗”中，除鄂温克族自治旗，其他 3 个旗都以巴尔虎人为主。“通常称巴尔虎

地方是指兴安北省 a除去三河地方的额尔古纳左右两翼旗b之外的新巴尔虎左

右两翼旗、陈巴尔虎旗和索伦旗 c。”（阿部武志 2003：94）“巴尔加，作为一

个行政单位，包括了兴安岭西部的整个黑龙江地区，尽管它更适合属于南部

的平原。这里以前是巴尔虎蒙古在此居住，他们现在仍然占据了最西部的部

分。”（Ethel John Lindgren 1930）

a  伪满洲国分省之一，指岭西地区。

b  额尔古纳左旗即今根河市，额尔古纳右旗即今额尔古纳市。

c  今鄂温克族自治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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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常用“牧业四旗”指代呼伦贝尔草原，但这个概念与呼伦贝尔

草原并不完全吻合。牧业四旗指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

和鄂温克族自治旗，但鄂温克族自治旗东南部不属呼伦贝尔草原，而额尔古

纳市西南部，即根河以南地区，则属于呼伦贝尔草  原。

（三）大兴安岭西坡和大兴安岭西北坡

大兴安岭西坡包括鄂温克族自治旗东南部和牙克石市西部。大兴安岭西

北坡包括额尔古纳市的大部和根河市西南部。之所以把大兴安岭西坡和西北

坡分开，是因为大兴安岭的走向在根河市南部由西南—东北走向改为东南—

西北走向，形成一个近乎直角的地带。与大兴安岭西坡狭长的形状相比，大

兴安岭西北坡则十分宽阔，近乎一个正方  形。

（四）西北满洲或满洲的西北部

西北满洲或满洲的西北部是从一个俄文词“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ая Маньуджурия”

翻译过来的，最初为希罗克格罗娃所使用。继 1912—1913 年对俄罗斯后贝加

尔地区的北方通古斯人调查后，1915—1917 年，史禄国（希罗克格罗夫）对

中国境内的通古斯人——满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进行了调查，他的夫人

希罗克格罗娃随行。1919 年，希罗克格罗娃写成旅行记《西北满洲——根据

沿途考察资料所作的地理学概要》，发表在由国立远东大学主办、史禄国主编

的《历史—语文系学志》第一卷上（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1919）。

1929—1932 年，E. J. 林德格尔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调查。1929 年 6 月，

林德格尔前往西北满洲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田野工作，并据此写成旅行记

《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斯》，1930 年发表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主办的《地理学

杂志》第 65 卷  上。

林德格尔 1929 年前往西北满洲调查时，史禄国有关通古斯人的著作尚

未出版，她的这篇旅行记只受到了希罗克格罗娃的《西北满洲》一文的影

响，并且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旅行记以及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都与《西

北满洲》有很大关系。林德格尔在该文中曾提到希罗克格罗娃的这篇旅行

记，认为该文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详细叙述她与驯鹿鄂温克人相处的情

形，包括没有谈到在哪里以及怎样才能遇到他们，不过该文也使她了解了包

括道路在内的有关这一地区的地理学的情况，特别是它还附有一张修正过的 

地  图。

北冰洋研究第7辑-wm.indd   48 2024-03-26   09:49:43



呼伦贝尔：区域概念与区域研究的构想  49

关于西北满洲的确切位置和范围，希罗克格罗娃和林德格尔所指并不完

全一致，其中希罗克格罗娃所指范围要大一些，包括“额尔古纳河、阿穆尔

河、嫩江和东蒙古草原”。希罗克格罗娃将这一区域划分为“高地草原、泰加

林（原始森林）和低地草原”三个地区。“与蒙古邻接的高地草原区涵盖了以

下诸河流域：包括海拉尔河在内的额尔古纳河上游，根河（Ган），得耳布尔

河和哈乌尔河。这几条河流的下游和中游位于高地草原区，这里是无树的岗

峦起伏的草原，海拔约 200 米。上举各河的源头位于泰加林区，那里是高原，

高原上的几条山脉向远方延伸开去：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和一些与山脉并

列且随其走势而流入额尔古纳河、阿穆尔河和嫩江的小河。最后，第三个地

区可以认为是嫩江流域。嫩江流经的多丘陵的草原地带海拔约 40 米。嫩江上

游及其各支流位于泰加林区。”（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1919）

而林德格尔所指范围则要小很多，仅涵盖“西部和北部到额尔古纳河，

东至兴安岭，南到海拉尔之间”。林德格尔将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区分为南、

北两种不同的类型：“这个地区的特点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南部的

蒙古平原，一种是北部的西伯利亚泰加林”。（Ethel John Lindgren  1930）

（五）从三河地区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

在西北满洲的北部，即大兴安岭西北坡，河流全部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顶

部，即岭顶地区，向西、向西南和向南注入额尔古纳  河。

在这一地区的南部，有三条河流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顶部，自东向西流淌，

最后注入额尔古纳河。这三条河流自南向北分别是根河、得耳布尔河和哈乌

尔河，其中哈乌尔河并非直接注入额尔古纳河，而是在得耳布尔河河口附近

注入得耳布尔河。这一地区由于在 1917 年十月革命后接纳了一万余俄罗斯侨

民（简称“俄侨”）而被俄罗斯学者称为“三河地  区”。

为什么三河地区能在短短的几年内（1918—1922）接纳这么多俄侨，是

因为这里地处大兴安岭西北坡的最低处，夏季来自东南方向的雨水将大兴安

岭西北坡的土壤冲刷、堆积至此，形成厚厚的土层，同时大兴安岭对来自北

部的寒冷空气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使这里的积温相对较高，无霜期相对较长。

林德格尔曾写道：“根河、得耳布尔河与库尔河（指哈乌尔河——作者注）交

汇的三角形地区被俄国人称为‘三河地区’，是西北满洲最富饶的地区。在

这里的开阔的山谷里，农业兴旺，山坡为牲畜提供了优质牧场。”（Ethel John 

Lindgren 1930）

北冰洋研究第7辑-wm.indd   49 2024-03-26   09:49:43



50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1932 年日本人到来后出于研究苏联的需要，a 包括满铁调查部的调查人

员在内的日本学者对这一地区，特别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俄侨，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调查。日本学者沿用俄罗斯学者的提法，仍称这一地区为“三河地

区”。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中国学者沿用俄罗斯和日本学者的提法，称这一地

区为“三河地区”，如王建革（王建革 2005）等。最近十余年，俄罗斯学者

重新对这一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沿用了过去俄罗斯学者的提法，仍

称这一地区为“三河地区”。只不过与过去俄罗斯学者和日本学者对俄侨的兴

趣不同，由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俄侨之绝大多数离开了这一地区，他们的兴

趣转为生活在这里的中俄混血人—俄罗斯  族。

中国学者一般将三河地区一直向北延伸到额尔古纳河与石勒喀河汇流处，

称“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简称“额尔古纳河地区”，包括今内蒙古额尔古

纳市全境、陈巴尔虎旗北部和根河市西南部。作家迟子建在 2005 年出版的小

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使用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一词。但额尔古纳河如

果从海拉尔河和克鲁伦河汇流处算起，则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比上述范

围要大得  多。

（六）大兴安岭东麓（坡）、嫩江流域和布特哈地区

岭东地区包括大兴安岭东麓（坡）和嫩江流域两个地区。嫩江流域的范

围比较广，其大部分在黑龙江境内，小部分在内蒙古境  内。

自清代至民国，另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区域概念，即“布特哈地区”。布特

哈地区的范围非常广，核心区域包括岭东地区的今内蒙古扎兰屯市、阿荣旗、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东部和嫩江东岸的今黑龙江讷河  市。

“布特哈”一词是满语，意为“打牲”。17 世纪四五十年代（清顺治年

间），清政府将生活在黑龙江北岸的达斡尔族、索伦鄂温克人和一部分鄂伦春

族陆续迁到嫩江流域。嫩江流域包括几个相互连接的地区，其中一个是齐齐

哈尔地区，由达斡尔族居住，另一个是布特哈地区，由索伦鄂温克人、达斡

尔族和鄂伦春族共同居  住。

在布特哈地区，清政府为生活在这里的索伦鄂温克人和达斡尔族建立了

5 个阿巴和 3 个扎兰，其中 5 个阿巴由索伦鄂温克人构成，分别位于大兴安

岭东麓嫩江西岸的 6 条支流，3 个扎兰主要由达斡尔族构成，但包含一定数

a  满铁调查部在中国东北有所谓的三大调查，即经济调查、北方调查和苏联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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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索伦鄂温克人（吕光天 1983：46）。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索伦鄂温克人、达

斡尔族和鄂伦春族被称为“布特哈部”，译为“打牲部”，布特哈作为一个地

区的名称由此而  来。

二、呼伦贝尔区域研究的构想

（一）民族学与人类学：从族群—民族研究到区域研究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区域，呼伦贝尔地区涵盖了（自然）地理学、生态

学、林学、草原学、野生动植物学、建筑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语言

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经济学、社

会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边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民族

学与人类学，这是由呼伦贝尔地区作为中国北方少有的族群和文化多样性地

区的地位所决定  的。

呼伦贝尔地区是中国北方少有的族群和文化多样性地区，分布着汉、蒙

古、达斡尔、鄂温克、俄罗斯、鄂伦春、回、朝鲜等 8 个民族，其中蒙古族

又包括巴尔虎、布里亚特和厄鲁特 3 个分支，鄂温克族包括索伦、通古斯和

使鹿鄂温克 3 个分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量来自内蒙古兴安盟和通辽

市的科尔沁蒙古族移民呼伦贝尔地区，特别是岭西地区。科尔沁蒙古族又包

含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即扎赉特蒙古族。如果我们以族群而论，当代呼伦

贝尔地区共有 14 个族  群。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研究单位而论，可分为民族（族群）研究

法、社区研究法和区域研究法。纵观呼伦贝尔地区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历

史，我们发现最主要和最流行的方法当属民族（族群）研究  法。

以民族（族群）研究法而论，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主要

有 3 大板块。首先是有关蒙古族，包括其各个分支的研究。这一块一般被归

入蒙古学。其次是有关三少民族，即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研究。

这一块一般被归入民族学或人类学。第三块是有关俄侨和中俄混血人—俄罗

斯族的研究，这一块以民族学和人类学为主，包括边疆学、国际关系、民俗

学、民间文学和经济学 a 等多个学科。但无论是哪一板块，都是把一个民族

a  20 世纪 20—40 年代，日本人在三河地区对当地的经济，特别是俄侨经济进行了广泛而

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涉及物产、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业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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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即便是三少民族研究，我们也很难看到把这三个

民族并置在一起的研  究。

呼伦贝尔地区民族学与人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是采用区域研究法对

一区域内的各个民族（族群）进行综合研究。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法

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单一民族（族群）区域研究法，二是多民族（族群）

区域研究法。很显然，最适合呼伦贝尔地区的是多民族（族群）区域研究法。

多民族（族群）区域研究法与传统的民族（族群）研究法的区别在于，后者

主要从一个民族（族群）的内部研究其文化，而前者除了从一个民族（族群）

的内部研究其文化外，还从各个民族（族群）的外部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互

关  系。

在整个呼伦贝尔地区，有 3 个较大的亚区域较适合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

研究单位，一个是呼伦贝尔草原地区，一个是岭东或布特哈地区，一个是额

尔古纳地区。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和额尔古纳地区虽然都属岭西地区，但从历

史、民族（族群）和文化上看，则有着较大的不  同。

在一个多民族（族群）区域内从事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该区

域内很多文化元素并非为某一民族（族群）所独有，而是为多个民族（族群）

所共有。在岭东或布特哈地区，有很多文化元素是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

3 个民族共有的。在呼伦贝尔草原地区亦有很多文化元素是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各个民族（族群）共有的。在整个呼伦贝尔地区，不仅俄罗斯族有列巴，

布里亚特蒙古族和通古斯鄂温克族也有列  巴。

（二）有关空间与分布格局的研究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区域研究可以有不同的主题或角度，近年来空间研究

成为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主题。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朱莹老师的团队，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北方渔猎民族的空间研究，已完成驯鹿

鄂温克人传统营地的空间研究。但这项研究仅局限于单一族群和较小的空间

范围。如果关涉两个或两个以上族群，而且是在更大的空间地域内  呢？

从历史上看，达斡尔族与索伦鄂温克人似乎是两个永远被捆绑在一起的

族群。早在黑龙江北岸时，他们就生活在一起，但他们各自占有各自的地域，

其中达斡尔族与一小部分索伦鄂温克人占据黑龙江北岸和精奇里江中下游地

区，从事农耕，而大部分索伦鄂温克人则占据精奇里江上游地区，从事狩猎

（吕光天，古清尧 1991：210—211；吕光天 19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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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纪四五十年代，当达斡尔族和索伦鄂温克人迁居布特哈地区后，达

斡尔族与一小部分索伦鄂温克人分布在嫩江两岸或其西岸各支流的下游地区，

从事农耕，而索伦鄂温克人则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东麓嫩江西岸各支流的中

上游地区，从事狩  猎。

1732 年，清政府将布特哈地区的索伦鄂温克人 1636 人、达斡尔族 730

人迁移到呼伦贝尔（今海拉尔）附近驻防，其中达斡尔族居住在海拉尔及其

以南不远的地方，定居放牧，而索伦鄂温克人则居住在达斡尔族驻地以南呼

伦贝尔草原的深处，从事游牧（吕光天 1983：83；珠荣嘎等 1985：6；吕光天

等 1986：354）。

总之，无论迁到哪里，达斡尔族都会选择靠近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地区，

建立村镇，过定居生活，或从事农业，或定居放牧，而索伦鄂温克人则选

择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地区，或山林，或草原，过着居无定所的游动生

活，或游猎，或游牧。简单地说，达斡尔族住在“近处”，索伦鄂温克人住在

“远  处”。

我们再将视野聚焦于当年 5 个阿巴中的杜拉尔阿巴所在的诺敏河地

区。现在，诺敏河西岸有索伦鄂温克人聚居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杜

拉尔鄂温克民族乡，而位于其下游不远处诺敏河东岸的阿尔拉镇则是达斡

尔族分布最为集中的乡镇。现在让我们沿着诺敏河向上、下延伸。向上延

伸则进入中国鄂伦春族唯一的自治地方——鄂伦春自治旗，沿诺敏河自下而

上，共有 3 个鄂伦春族聚居的村镇——诺敏镇、木奎村和希日特奇村（訾

冬梅，高秀静 2002：46）。向下延伸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这里的主体民族是 

汉  族。

根据距离嫩江（诺敏河最后注入嫩江）的距离和海拔，可以将整个诺敏

河划分为 4 段，即 4 个相对的阶梯。其中鄂伦春族住在最上边，即第一个阶

梯，也是最高处——岭顶地区，远离作为交通要道的嫩江。索伦鄂温克人住

在鄂伦春族的下边，大兴安岭的东麓，即第二个阶梯，已靠近嫩江。达斡尔

族住在索伦鄂温克人的下边，大兴安岭和松嫩平原的结合部，即第三个阶梯，

更靠近嫩江。汉族住在达斡尔族的下边，整个诺敏河流域最低处，松嫩平原

的西部，即第四个阶梯，最靠近嫩  江。

民族学与人类学区域研究的区域包括各种类型，其中之一是流域，有所

谓的“流域人类学”（田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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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呼伦贝尔地区多学科区域研究

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趋势是跨学科研究与跨学科或多学科的

交叉研究。呼伦贝尔地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除了采用区域

研究的方法外，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和借鉴，包括向自然科学学科，特别是

向（自然）地理学、生态学、林学、草原学、野生动植物学等学科学习和 

借  鉴。

其次是借鉴历史学的成果，因为呼伦贝尔地区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其民

族的构成是不同的。比如额尔古纳地区，1955 年之前，这个地区的主体族群

是俄侨，离开了俄侨，就说不清楚这个地区的历史，也无法研究当代的中俄

混血人—俄罗斯  族。

最后是借鉴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边疆学的理论、视角和成果。呼伦贝

尔地区，特别是岭西地区，历史上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自 17

世纪至今，这一地区就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者在更高的平台之上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整合，

这需要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可以针对呼伦贝尔地区的不同区域，比如前

面提到的那 3 个较大的亚区域，即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岭东或布特哈地区和

额尔古纳地区，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分别对这 3 个亚区域进行广泛、深

入和持久的研  究。

（四）从呼伦贝尔地区到周边地区

呼伦贝尔作为一个地区是相对而言的，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任何一个地

区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其相邻的地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对呼伦贝尔

作地区进行研究一定要联系其相邻的地  区。

1. 北方泰加林狩猎文化带和北方渔猎文化带

呼伦贝尔是中国少有的具备农田、草原和森林三大地理和生态系统的地

区。其中与农田和草原相比，泰加林是呼伦贝尔的特色。泰加林传统的生计

和生活方式是狩猎，但泰加林和狩猎并不限于呼伦贝  尔。

自西南向东北，在呼伦贝尔境内，泰加林和狩猎的传统一直延伸到大兴

安岭的最北端和西北坡，然后折向东南，沿作为大兴安岭一部分的伊勒呼里

山，一直到小兴安岭，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北方泰加林狩猎文化带，在这条文

化带上分布着鄂温克族（使鹿鄂温克人和一部分索伦鄂温克人）和鄂伦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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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典型的狩猎民  族。

如果我们把这条文化带向东南继续延伸到三江平原，把以大河捕鱼为生

的赫哲族也包括进来，则这条文化带就应更名为“北方渔猎文化  带”。

2. 中俄蒙相邻地区或黑龙江源区

研究呼伦贝尔地区的中国学者一般将这一地区看成边疆地区，这在边疆

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 3 个学科和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是站在内地看呼

伦贝尔，是典型的内地视角。如果转化一下视角，即站在呼伦贝尔看呼伦贝

尔，则呼伦贝尔不再是边疆，而且从地理、历史和文化上看，与俄罗斯和蒙

古国的相邻地区同属于一个更大的地区，这就是中俄蒙相邻地  区。

这一地区也有人称为“黑龙江源区”，这是因为作为黑龙江源头的 6 条河

流的分布基本能把这一地区覆盖上。这 6 条河流分别是作为黑龙江左上源的

石勒喀河及石勒喀河的左上源音果达河和右上源鄂嫩河，作为黑龙江右上源

的额尔古纳河及额尔古纳河的左上源克鲁伦河和右上源海拉尔  河。

3. 从呼伦贝尔草原到东蒙地区再到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结合带

呼伦贝尔草原地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草原游牧区，这一地区是包含在

一个更大的地区，即东蒙地区之中的，是这一地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

一地区除了草原游牧，与其他蒙古族地区在文化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在藏传

佛教之外，还保留有浓厚的萨满教的传统。如果我们进一步向境外延伸，即

延伸到蒙古国、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则存在一个更大的以

蒙古族各部为主体的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结合  带。

4. 更广阔的延伸：泰加林带、内亚与亚欧草原带和泛（近）北极

地区

现在让我们将视角投向更广阔的地域，其中呼伦贝尔草原向西可延伸

到整个内亚和亚欧草原带。内亚和亚欧草原带的最东缘就是中国的呼伦贝尔

草原，因为这两个区域都是以大兴安岭为界而与位于其东部的地区划分开 

来  的。

北方泰加林狩猎文化带向北可延伸到整个亚欧大陆北部乃至整个北半球

的泰加林带，并可以进一步向北延伸到北极地区的苔原带和冰原带，这就是

泛北极地区或近北极地区（将北极地区排除在外）。近年来白兰等人提出、倡

导并着手研究泛北极地区；曲枫等人提出、倡导并着手研究近北极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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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unbuir: Concept of Region and  
Conception of Region Study

Tang Ge

Abstract: As a region the “Hulunbuir region” includes Lingxi region, 

Lingdong region, Hulunbuir grassland, Barhu region, etc. In the past, the 

ethn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Hulunbuir area has mainly 

focused on ethnic research, but one of the future directions is regional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we must overcome the disciplinary limitations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emphasizing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break through the borders of the Hulunbuir region and 

expand the view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Key words: Hulunbuir; concept of region; reg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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