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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游牧” 
生产模式的形成与现状

孛·蒙赫达赉

摘要：通古斯鄂温克人以擅长因地制宜地经营畜牧业而著称，

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居游牧”生产模式。近几十年来，通古斯

鄂温克人在吸纳其他民族文化营养成分不断充实自己的同时，也在

始终努力保持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不断完善“定居游牧”生产模

式，这对在现代化条件下传承传统生产模式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具有

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古斯鄂温克人传统的“定

居游牧”生产模式也面临着新的考验，仍有不断充实、完善和提升

的必  要。

关键词：通古斯鄂温克人 定居游牧 历史与现状

作者简介：孛·蒙赫达赉，蒙古族，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团结进

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巴尔虎蒙古史与通古

斯鄂温克历史文  化。

通古斯鄂温克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莫日格勒河流域，

另外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流域也有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分布。通古斯鄂

温克人属跨界民族，源于同一部落的人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均有分布。

通古斯鄂温克人 20 世纪初迁入呼伦贝尔地区后，居住在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境

内的与布里亚特蒙古人杂居，受布里亚特蒙古人影响较大；居住在今陈巴尔

虎旗境内的与俄罗斯人和巴尔虎蒙古人为邻，受俄罗斯人和巴尔虎蒙古人影

响较大。长久以来，通古斯鄂温克人依据交往族群的不同和外族人对本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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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程度，采用了“通古斯”和“哈木尼干”两种称呼，即见到俄罗斯人

和汉族人时称为“通古斯”，见到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巴尔虎蒙古人时称为“哈

木尼干”。通古斯鄂温克人是呼伦贝尔地区一个比较特殊的族群，以擅长因地

制宜地经营畜牧业而著称，并形成了独具特色和有旺盛生命力的“定居游牧”

生产模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通古斯鄂温克人善于吸纳其他民族文化营

养成分不断充实自己，较好地完成了由狩猎业向畜牧业的生产转型，成为狩

猎业向畜牧业转化的成功典范，并在完善、充实、提高“定居游牧”生产模

式中保持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定居游牧”生产模式迈上了一个崭新

台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古斯鄂温克人传统的“定居游牧”生产模式也

面临着新的考验，仍有不断充实、完善和提升的必要，对此应给予高度重视

并应有针对性地解决“定居游牧”生产模式遇到的瓶颈问  题。

一、通古斯鄂温克人生产转型与“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形成

通古斯鄂温克人起源于贝加尔湖沿岸地区，过去他们曾长期在石勒喀河

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山林地带游猎，其生产转型和社会文化变迁始于 150 年

前。1880 年后，通古斯鄂温克人逐渐由游猎业转向经营畜牧业，其标志是在

生产方式上采纳了“定居游牧”生产模式并始终没有偏离“定居游牧”生产

模式的大方向，这种生产转型和采纳的生产模式对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社会发

展、经济走向和文化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一）通古斯鄂温克人生产转型的原因

1880 年前，通古斯鄂温克人与现今呼伦贝尔境内的鄂伦春人、敖鲁古雅

使鹿鄂温克人一样，一直在大森林里从事传统的狩猎业。1880 年后，他们受

其他民族的影响开始逐渐转型经营畜牧业，还有少数人从事定居式农业生产，

并形成了与布里亚特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等相互杂居的状态，其他民族从经济

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和直接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生

产转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历史上曾遇到过严重的生计危机，严酷的现实逼

迫他们不得不探求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来摆脱面临的危机和困境。随着西伯

利亚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口的增加，致使可猎取的野兽大量减少，通古

斯鄂温克人的食物来源相应地受到严重影响，原本朝不保夕的生活变得越发

得不到保障，贫困化的状态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面对着何去何从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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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择，通古斯鄂温克人开始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向北方森林地区迁移寻找

新的猎场，仍继续从事传统的狩猎业谋生；另一部分则选择留在了原地不动，

尝试通过采用其他生产方式来解决生存危机问题。留在原地的通古斯鄂温克

人与后来迁入呼伦贝尔地区的通古斯鄂温克人，有直接的血缘和渊源关系，

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也是一脉相承的。留在原地的通古斯鄂温克人由于同

布里亚特蒙古人和俄罗斯人杂居于一处，从事为他们放牧牲畜等劳作事项，

逐渐接受了以饲养牛羊为主的“定居游牧”生产模式，开始了由狩猎业向畜

牧业的生产转型。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因占有的牲畜头数较少，最初采取

的是搭棚盖圈和定居放牧的形式，只有个别牲畜较多的牧户才到草原上放牧。

1917 年时，他们经营的畜牧业有了很大发展，在今俄罗斯境内敖嫩宝如金地

区个别通古斯鄂温克人已有 4000 只羊、500 匹马、300 头牛和 100 峰骆驼。

他们的住所和居住条件与从事狩猎生产时相比，也有了较大变化和改善。在

敖嫩宝如金地区的 100 户通古斯鄂温克人中，有 80 户住在与布里亚特人相同

的蒙古包内，其中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的有 50 户，兼营狩猎业的有 30 户。

自从他们开始生产转型之后，通古斯鄂温克人原有的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起来，文化变迁也呈开放性和未中断的特点，并没有出现因吸收外来文化与

传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从而造成文化层次严重脱节和断层的问题。这些都

为后来他们迁入呼伦贝尔草原成为真正的牧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呼伦

贝尔地区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注入了新鲜色  彩。

通古斯鄂温克人在迁来呼伦贝尔之前的 50 年，正是其生产方式和文化变

迁最为明显的时期。经过几十年艰难的生产转型，通古斯鄂温克人已完成生

计类型质的飞跃和快速转身。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养畜技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如他们开始给牲畜搭棚砌圈、根据牲畜体质的强弱等进行分圈饲养、把牧场

分为冬营地和夏营地、贮备牧草以备牲畜越冬等等。通古斯鄂温克人在俄国

十月革命后，驱赶畜群越过额尔古纳河迁入呼伦贝尔地区，这种大规模集体

集中迁徙游牧的举动，标志着其已顺利完成生产转型的磨合期。自此之后，

通古斯鄂温克人的文化变迁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为丰富呼伦贝尔地区绚

丽多彩的多元文化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  献。

（二）通古斯鄂温克人生产转型的效果

通古斯鄂温克人自 1880 年前后开始生产转型之后，到 20 世纪 20—30 年

代时，即用了 40 ～ 50 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生产转型过程。1918—19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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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古斯鄂温克人驱赶畜群进入呼伦贝尔地区，尽管当时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

人占有的牲畜头数比较少，在迁徙途中又损失了一部分，以及在迁入后又有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靠打旱獭、给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当牧工等维持

生活，但仅从大规模、长距离跨界迁徙游牧这一举动来看，他们已基本完成

了从森林狩猎人向草原游牧人的历史转化过程。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刚迁

来中国境内时，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大多数依附于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蒙

古人，靠给别人当牧工来勉强维持生活，在号称“白音巴尔虎”（“富饶的巴

尔虎”之意）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他们是属于最贫困的群体之一。难能可贵

的是，他们依托“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生产

自救和保持了文化变迁的发展方向不变，并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站稳了脚跟，

成为生产转型的成功范例之  一。

通古斯鄂温克人刚接触畜牧业时就实行“定居游牧”的生产模式，来到

呼伦贝尔后仍然普遍采用了为牲畜搭棚盖圈、打贮草和冬季舍饲等生产措施，

极大地降低了牲畜的死亡率，这些都是当时在草原上经营传统游牧业的巴尔

虎蒙古人和索伦鄂温克人从未尝试过的生产方式。当时巴尔虎蒙古人的牲畜

一群就有好几千只羊，而通古斯鄂温克人的牲畜普遍较少，一般每户才有 20

或 30 多只羊，一旦双方的畜群混群就基本找不到自己的牲畜了。所以每到夏

初季节，通古斯鄂温克人就赶着自己为数不多的畜群转场到陈巴尔虎旗那吉

以东的林间草甸地区放牧。1949 年前后，牲畜较多或给侨居在中国境内的俄

罗斯人当牧工的通古斯鄂温克人，多在今额尔古纳市的上库力、根河、得耳

布尔河一带放牧，牲畜少的则多在莫日格勒河流域放牧。通古斯鄂温克人拥

有的牲畜头数虽然比较少，却能维持其生存的基本需求，这得益于他们比较

娴熟地掌握和发挥了“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优越性，否则少得可怜的牲畜

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将母畜损失殆尽，根本无法再重新恢

复生  产。

（三）通古斯鄂温克人生产转型的完善

通古斯鄂温克人来到莫日格勒河流域之后，为了适应当地大规模经营畜

牧业的生产特点，向熟练掌握草原游牧生产技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巴尔虎

蒙古人学习，迅速掌握了蒙古族经营草原畜牧业的全部生产技能，在饮食、

居住、语言和生活习俗方面也渐渐呈现出浓重的蒙古化倾向。在经营草原畜

牧业的过程中，他们积极发挥“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优势，在牲畜头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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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情况下维持了基本的生活需求，巩固了向草原畜牧业生产转轨的初期成

果，保证了其文化变迁始终沿着同一方向发展，为融入呼伦贝尔游牧社会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通古斯鄂温克人在迁入呼伦贝尔境内前后，即已基本上完

成了由狩猎经济向畜牧业经济的转型，这段时间属于巩固和完善生产转型成

果的稳定期。值得庆幸的是，通古斯鄂温克人迁入呼伦贝尔地区后仍生活在

与原居地同样的大环境中，周边接触的仍是从事畜牧业的其他族群，他们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过去相比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在按同一轨道和模式

持续发展，这对保持通古斯鄂温克人生产转型和文化变迁的顺畅具有划时代

的意  义。

近十几年来，通古斯鄂温克人不断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实

现了畜牧业生产的机械化，普遍增强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通古斯鄂

温克人对先进的牧业机械和有利于“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新东西兴趣浓厚，

而且接受能力也很强，并将这种传统保持至今。过去牛粪、羊粪砖和羊粪曾

是通古斯鄂温克人烧茶做饭和取暖的主要燃料，在定居点中用木板或柳条围

起的牛羊粪堆也是一大景观，每户都要备足够一年使用的牛羊粪燃料。据调

查得知，现在去莫日格勒河走夏营地的牧户，在夏营地游牧时已经 100% 使

用了液化气。从普遍使用液化气的事例中可以看出，通古斯鄂温克人非常善

于接受新鲜事物并积极尝试，只要经过实践证明是有利于畜牧业生产和方便

游牧生活的任何东西，都顺理成章地纳入“定居游牧”生产模式范畴之  内。

二、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游牧”的优势与现状

通古斯鄂温克人生产转型的实践证明，他们实行的“定居游牧”生产模

式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经营畜牧业的生产模式，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具

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究其特点，首先表现在牲畜过冬过春时有固定棚

圈和贮存的饲草，并要求经营者比从事传统游牧业要掌握更多的生产技能。

通古斯鄂温克人很早就使用马拉打草机打贮草以备冬用，为牲畜在冬营地搭

棚盖圈，繁殖良种牛马以及实行半定居游牧等，这些都对呼伦贝尔地区原有

的传统畜牧业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近十几年来，通古斯鄂温克人仍在

延续着“定居游牧”生产模式，不仅各牧户的定居点（冬营地）有完备的房

舍和棚圈，而且在夏秋两季均保持着到夏营地移场放牧的传统，使人们至今

仍可以看到通古斯鄂温克人在莫日格勒河公共草场游牧的场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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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棚圈和饲草奠定了“定居游牧”的基础

通古斯鄂温克人在定居点内为牲畜安全过冬准备草料，过去这是通古斯

鄂温克人定居点与巴尔虎蒙古人冬营地相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巴尔虎蒙古

人过去没有打贮草的习惯。通古斯鄂温克人在定居点建有圈棚，每年都打草

和贮草，基本上所有的大畜在冬季都喂饲草，有三分之一的小畜也能吃到饲

草。这样当遇到大风雪灾害时，由于牲畜有草吃和有棚圈设备，便可不遭受

大的损失。在游牧时使用简易棚圈，大多数有圈无棚，但能起到将牲畜收拢

和便于管理的作用。当通古斯鄂温克人草原上住蒙古包过游牧生活时，他们

熟悉各种牲畜的习性和放牧要领，掌握了草原游牧生产的全部技能。20 世

纪 50 年代时，通古斯鄂温克人夏季迁徙游牧时，把毡子放在冬营地上，把桦

树皮放在夏营地上，以备来年回来时再重新使用。在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点

（冬营地）上的附属建筑，主要有仓房、畜圈、粪堆和草垛等。如鄂温克苏木

哈吉嘎查的通古斯鄂温克人从 1951 年开始定居，到 1956 年时已基本上全部

定居下来，在定居点普遍建有质量较好的圈棚。每年都大量打草和贮草，掌

握好打草技术对通古斯鄂温克人来讲是必备的生产技能之一。通古斯鄂温克

人最早是从俄罗斯人那里学习到了高超的打草技术，后来又从俄罗斯人那里

引进了畜力打草机，每年都准备大量供牲畜过冬过春的饲草。近十几年来，

每户都备有齐全的牧业机械，打贮草仍是“定居游牧”生产模式依托的必备

条件之  一。

（二）定居点冬季牲畜实施舍饲的优势

近十几年来，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点的房屋普遍宽敞明亮，在住房附近

均建有新盖的棚圈和储草圈。打成圆捆的草料一个个地叠放起来有十几米高，

远远就能望到，这是牧民生产资料充足和过上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牧

民的牲畜在冬季全部实行舍饲，在定居点附近不散放牲畜，既保护了村落附

近的草原生态环境，也将通古斯鄂温克人传承已久的“定居游牧”生产模式

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于定居点都有新盖的棚圈和足够的草料，牲畜

冬季全部采取圈养舍饲的方式，不仅提高了牲畜越冬的保膘率和春季接羔的

成活率，保护了定居点附近的草场和生态平衡，而且也减轻了牧民们冬季在

野外放牧的艰辛程度并增强了牧民们的幸福指数。如鄂温克苏木哈吉嘎查所

在地达日巴迪村 8 户牧民饲养的牲畜，冬季在冬营地全部实行舍饲并不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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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秋两季则全部到莫日格勒河夏营地游牧，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并保护

了草原生态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游牧”生产模

式的发展方  向。

（三）掌握了草原游牧生产的全部技能

通古斯鄂温克人自经营畜牧业以来，便采纳了“定居游牧”生产模式，

这种生产模式需要掌握更多的生产技能才能发挥其优越性。当通古斯鄂温克

人住蒙古包过游牧生活时，他们熟悉各种牲畜的习性和牧草的性质。牧人选

择牧场时，只要闻一闻草味或者用嘴品尝一下草，就能判断出牧草的营养价

值如何。在高山上脱下帽子，就可以测量出风的强度。优秀的牧人都知道几

十种牧草的名称和营养价值，并知道适合哪种牲畜的胃口。当通古斯鄂温克

人在定居点住固定式木板房时，主要是靠给牲畜喂饲草度过冬春，这样可以

提高春季生下的仔畜成活率。仔畜和母畜过冬春时保膘好，不仅能使其抗灾

力增强，而且青草刚长出时也能抓好膘。一般喂饲草的牲畜有两种：一种是

从 11 月到次年 5 月下旬，喂当年的牛犊、带牛犊的乳牛和个别瘦弱的牲畜；

另一种是半喂半放的（白天放出去晚上喂草），包括冬营地的骑用马、二三岁

的大畜和套车的役牛等。通古斯鄂温克人的定居点都属稳定的聚居区，所以

这里的设施都是长期的永久性设施，如在定居点内建的俄式“木刻楞”住宅

和木板房就是稳固的房屋，制作得结实耐用，有的窗框和窗楣还有雕花。在

定居点内搭建的蒙古包也成为固定式建筑，除非坏了一般不再移动和拆除。

定居点内的牲畜圈都是永久性的固定棚圈，而在游牧点中的牲畜棚圈则较为

简单，大多数属于有圈无棚，仅起到将牲畜收拢和便于管理的作用。这部分

通古斯鄂温克人来到莫日格勒河流域之后，为了适应当地大规模经营畜牧业

的生产特点，善于向早已熟练地掌握了草原游牧生产技能的布里亚特和巴尔

虎蒙古人学习，迅速掌握了蒙古族经营草原畜牧业的全部生产技能，在饮食、

居住、语言和生活习俗方面也渐渐呈现出浓重的蒙古化倾向。在经营草原畜

牧业的过程中，他们积极发挥“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优势，在牲畜头数较

少的情况下维持了基本的生活需求，巩固了向草原畜牧业生产转轨的初期成

果，保证了其文化变迁始终沿着同一方向发展，为融入呼伦贝尔游牧社会奠

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近百年来，布里亚特人及巴尔虎蒙古人对通古斯鄂温

克人的影响是十分直接而深入的，特别是在其文化变迁方面注入了浓重的蒙

古文化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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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持了到夏营地游牧的传统

通古斯鄂温克人自迁来莫日格勒河一带游牧以来，莫日格勒河及其支流

附近一直是他们的传统牧地，从每年的 6 月开始到 9 月中旬，他们都不约而

同地来到各自的夏营地游牧。由于鄂温克苏木地广人稀，在牧区落实草牧场

承包到户时预留了部分公共牧场，保证了“定居游牧”生产模式能够得以正

常延续，使人们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通古斯鄂温克人壮观的移场放牧情景。夏

营地虽属公共草场，但每户的游牧位置和界线已基本固定，有的还在夏营地

建有简易木板房，每年夏天在此居住 3 个多月，秋后各自返回冬营地定居点。

牧民定居点附近的生态环境保持得较好，得益于他们夏季全部去莫日格勒河

夏营地游牧，回到冬营地后牲畜在冬季又全部采取圈养舍饲的方式，因此对

周边的生态环境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充分显示了“定居游牧”生产模式

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如牧民冬季仍然采用传统的游牧方式在定居点附近放牧，

几千头（只）牲畜在村落附近啃食踩踏一冬，就会让这里变成一片光秃秃的

的荒原。这样的例子在牧区“草畜双承包”后，在定居点附近采用传统散放

形式经营畜牧业的牧户中比较常见，大多数草场早已不堪载畜量过重的重负

而急剧退化。这类草场由于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已呈恶性循环状态，很

难恢复到原有的模  样。

三、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游牧”面临的新问题

草牧场划分到户后，每一个牧户都成为独立的经营实体，对“定居游牧”

生产模式提出来新的要求，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针对“定居游

牧”生产模式面临的这些新问题，应该采取必要的完善措施和政策引导，以

保障“定居游牧”生产模式沿着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运  行。

（一）对“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给予资金支持

鉴于通古斯鄂温克人实行“定居游牧”生产模式对草原保护和生态环境

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草原专项资金的扶持力度，鼓

励通古斯鄂温克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定居游牧”生产模式，使“定居游牧”

生产模式沿着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继续前行。如不及时给予资金支持和

政策引导，“定居游牧”生产模式就发挥不了自身的优势和长处，就难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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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致富达小康和保护草原生态平衡中经受住新考验。例如鄂温克苏木哈吉

嘎查达日巴迪村牧民的牲畜在冬季全部实行舍饲，在定居点附近不散放牲畜，

有效地保护了村落附近的草原生态平衡，将通古斯鄂温克人传承已久的“定

居游牧”生产模式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对通古斯鄂温克人生活方式

的变革产生深刻而积极的影响。达日巴迪村牧民新盖的棚圈大都是属于政府

的“项目扶助工程”，即国家拿大头，个人只承担一小部分资金，牧民成为

最大的受益者，因而建设养畜的积极性非常大。在该村居住的 8 户牧民由于

都有新盖的棚圈和足够的草料，他们的牲畜冬季全部采取圈养舍饲的方式，

不仅提高了牲畜越冬的保膘率和春季接羔的成活率，保护了达日巴迪村附近

的草场和生态平衡，而且也减轻了牧民们冬季在野外放牧的艰辛程度和增强

了牧民们的幸福指数。达日巴迪村附近的生态环境保持得较好，得益于他们

夏季全部去莫日格勒河夏营地游牧，回到冬营地后牲畜在冬季又全部采取圈

养舍饲的方式，因此对周边的生态环境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充分显示了

“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这 8 户人家在冬季如果仍然采用传

统的游牧方式在村落附近放牧，8 户人家的几千头（只）牲畜在村落附近啃

食踩踏一冬，肯定会让这里变成一片光秃秃的荒原。不用说 8 户人家的上千

头（只）牲畜，就是 1 户人家的几百头（只）牲畜在定居点附近自由散放，

任牲畜日复一日地啃食踩踏，周边的草场也会不堪承受。这样的例子在牧区

“草畜双承包”后，在定居点附近采用传统散放形式经营畜牧业的牧户中比较

常见，大多数草场早已不堪载畜量过重的重负而急剧退化。这类草场由于得

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已很难恢复到原有的模样，只能任其恶性循环，亟待

在政府政策支持下采取必要休牧和禁牧的措施。这里的人们爱护草原就像爱护

自己的眼睛一样，除非特殊需要绝不在草原上和房前屋后随便动土毁坏植被。

牧民保护了村落附近的草场也付出了较大的经济代价，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

金用在打贮草上，因为在冬季如果没有数量充足的草料而想采取牲畜圈养舍饲

的方法是根本不可想象和难以实现的。鉴于通古斯鄂温克人实行“定居游牧”

生产模式对草原保护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

专项资金的扶持力度，鼓励通古斯鄂温克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定居游牧”生

产模式，使“定居游牧”生产模式沿着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继续前 行。

（二）大型牧业机械使用率不高

近十几年来，通古斯鄂温克人大多数都有配套的打贮草机械设备，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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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的普及程度是比较高的。据调查得知，目前每户都需投入十几万元的

资金备齐一套完整的打贮草机械，而且都是大马力拖拉机和配套的机引打草

机、搂草机、捆草机等，这些“大而全”的牧业配套生产工具不仅成本较高，

而且普遍存在着使用率不高、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的问题，没有充分发挥好大

型牧业机械的效能。如哈吉嘎查牧民现有大型拖拉机 17 台、小型拖拉机 73

台，还有机引打草机 72 台、机引搂草机 30 台、机引捆草机 11 台，牧业机械

的占有率和普及率比较高。这里的牧民平均每户有 4500 多亩草场，机引打草

机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打草任务，然后就是捆草运草，将草料运回在冬营地

贮存起来。这里的牧民们打的饲草都属自用，并不生产商品草，打草本身并

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这样一来，由于在牧业机械购置方面的前期投入过

大，购齐全套的打贮草机械设备需投入 20 多万元，再加上后期维修、燃料费

和人工费较高等因素影响，片面追求“大而全”的高档牧业机械已成为牧民

经济负担较重的一个重要原  因。

（三）牧民增产不增收的怪圈

通古斯鄂温克人普遍存在着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一年下来收入与支出相

当，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据调查得知，哈吉嘎查牧民平均每户在农村信用

社有几万到十几万的贷款，却没有 1 户在农村信用社有存款。实行“定居游

牧”生产模式除需建有牲畜棚圈外，饲草的贮备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每

户牧民至少要贮备 500 捆（每捆为 500 公斤）以上的饲草，打贮草需支出的

各类费用一般在 5 万元以上。牧民如需要贮备 1000 捆饲草，就需支出 10 万

元以上。冬季舍饲的牲畜越多，需要贮存的草料和投入的费用自然也就会增

多。根据通古斯鄂温克人已经习惯了牲畜冬季舍饲的畜牧业生产模式，以及

针对各牧户冬季饲草需求量非常大的实际，在牧户之间建立类似“打草合作

社”或“草业联合体”的新型合作组织势在必行。在自愿组合、专业分工、

协作互利的前提下，有些人可以出重资购置更为先进的打草机械成为打草专

业户，有些人则可以省下购置打草机械的资金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养畜上，

使冬季舍饲更精细化和科学化，达到减少支出和提高大型打草机械经济效率

“双赢”的目标，避免顾此失彼和得不偿失。“打草合作社”采取收费或换工

的形式，将各牧户草场的草集中打完并负责运到冬营地，而各牧户则保留能

往夏营地运必需品的小型拖拉机即可。通过组建“打草合作社”或“草业联

合体”，使各牧户都可以成为互助合作的受益者，可以明显减少在牧业机械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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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方面的前期投入，以及在后期维修、燃料费和人工费等方面的支出，使牧

民普遍存在的增产不增收问题有所改  变。

（四）牧民饲养奶牛的积极性不高

通古斯鄂温克人一直有饲养奶牛的传统，他们将奶牛视为最重要的大畜，

养牛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十几年来，由于牛奶的

收购价格普遍不高，直接影响到了牧民饲养奶牛的积极性。据调查得知，鄂

温克苏木大多数牧户每户出售鲜奶的年收入仅为 1 万元，在牧民全年收入中

所占的比例较低，还没有成为支柱性的经济类型。人们也将这种反常现象，

称为“一斤牛奶还不如一瓶矿泉水”。反之，将一个牛犊喂牛奶长大后，1 头

牛就可以卖 1 万多元，1 头牛犊长大后卖掉就抵得上 10 头奶牛 1 年的产奶收

入，这种变异的“养牛业”显然不利于奶牛业的正常发展，并会对“定居游

牧”生产模式产生不必要的干扰和冲击。这样的“养牛业”不仅浪费了宝贵

的奶牛资源，也刺激不了奶牛业的正常发展，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和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根据目前牧民饲养奶牛经济效益不高的实际，应该

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成立类似于奶牛“托养所”的合作组织，对奶牛进

行集中式的集约化经营。应采取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等，妥善解决牛奶产运

销各环节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努力提高牧民饲养奶牛的经济效益并使奶牛

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  道。

（五）创建生态品牌与增加牧民收入

通古斯鄂温克人实行的“定居游牧”生产模式，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生产

方式，应在创建生态品牌和增加牧民收入问题上下功夫，努力解决制约“定

居游牧”生产模式向纵深发展的瓶颈问题。通古斯鄂温克人不仅有长期从事

游牧业的优良传统，而且其驻牧地还有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蓝天白云、绿水

青山，以及没有污染的天然草场和水源保障，但这种生态优势和蕴藏的文化

底蕴与增加牧民收入的联系还不够密切。要在通过生产无添加剂、无公害的

安全畜产品的同时，加强名优畜产品的推介和营销，使牧民和消费者都成为

受益者。要持之以恒，使之成为代表呼伦贝尔地区高端牛羊肉产品和优质奶

源地的著名品牌，让牧民在提升“定居游牧”生产模式档次中受益，让“定

居游牧”生产模式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与完  善。

近百年来，由于这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周边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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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定居游牧”生产模式正朝着一种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向不断发展和进行

新的创造。通古斯鄂温克人在保持传统文化与传承“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等

方面经历的百年磨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经历了近百

年的风风雨雨，这部分不足 2000 人的特殊群体——莫日格勒通古斯鄂温克

人，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能够比较完整地保持其传统文化和延续“定居游牧”

生产模式，确实是十分不易和非常难得的。近几十年来，通古斯鄂温克人在

善于吸纳其他民族文化营养成分不断充实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充实

和提升“定居游牧”生产模式，这对在现代化条件下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生产

模式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具有积极的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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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Quo and Formation of “Settled Nomadic” 
Production Methods of the Ewenki People

Bo·Menghedalai

Abstract: The Ewenki people are famous for their skills in livestock 

breeding and have cultivated a unique type of “sedentary nomadic” production. In 

recent decades, the Ewenki have adopted the livelihoods of other ethnic cultures 

while trying to preserve their particular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tect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national 

culture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Under the changed conditions, the traditional 

“sedentary nomadic” production method of the Tungusian Ewenki people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Key words: Tungus Ewenki people; settled nomadic; history and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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