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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边境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

［俄］米哈廖夫·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 
（齐山德译）

摘要：20 世纪上半叶，阿金斯克布里亚特后裔迁移至中国境

内，如今他们生活在距俄中边境不远的锡尼河地区。俄罗斯大多数

布里亚特人认为他们是民族传统的真正承继者。为了民族复兴，布

里亚特传统文化知识理应从其民族历史中汲取。显然，布里亚特传

统文化在异文化环境之下得以延续，是毫无疑问的既定事实，但其

中缘由及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在历史进程中所采取的策略，至今尚未

得到充分地分析。本文通过考察地理因素，即因其聚居于俄中边境

地区，几乎未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进而解析锡尼河布里亚特文化得

以存续的因  由。

关键词：锡尼河布里亚特人 传统文化 身份认同 边疆 阈

限 现代化 民族复兴 移民

作者简介：米哈廖夫·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历史学博

士，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社会人类学教育和科研中心教  授。

译者简介：齐山德，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北极原住民文化、东北亚国际关系  史。

一、锡尼河布里亚特族源

锡尼河布里亚特人聚居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

*  资料来源：2017 年 1—3 月笔者在中国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俄罗斯

阿金斯克布里亚特自治区、后贝加尔地区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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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a，人口较少，地理分布明确，聚居程度高b。他们得名于聚居地名称，即呼

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南部的锡尼河 c。早在 1917 年十月革命前，部分原

本居住在帝俄临近中国边境的布里亚特家族就开始迁移到中国境内（东北地

区），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行政改革和中部地区移民的涌入。十月革命后，1918

年，部分居住在阿金斯克草原，不赞同新政权政策的游牧社会最富足阶层最

终毅然决定迁移至邻国领土。当时的中国政府欣然接受了布里亚特人的移居

要求，将因鼠疫流行而多年无人居住的锡尼河地区划拨给布里亚特人居住。

此后，因俄国内战局势如火如荼，至 1922 年，已有约 700 人移居到现今的鄂

温克族自治旗地区居住，当时被分为 4 个佐。出于各种原因，包括集体化运

动和宗教改革，布里亚特人从苏联迁移至中国的过程持续至 20 世纪 30 年代

中期。至 1931 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布里亚特人达到 3000 人，成立布里亚

特旗，下辖 8 个佐（Бороноева 2000：51）。至此，锡尼河布里亚特族群作为

一个特殊群体，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对  象。

历经日军占领，苏联战后流放、大规模镇压以及文化革命的艰难岁月之

后，迁移至中国境内的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生存下来，并形成了新的自我意识

和民族凝聚力。时至今日，他们仍聚居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从民族学角度讲，

他们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群体。尽管如此，在中国，锡尼河布里亚特

人未被划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划为蒙古人的一支（布里亚特蒙古人）。然

而，即便如此，与他们毗邻而居的鄂温克人、达斡尔人相比，甚至是与拥有

高度自治权的蒙古族相比，在某些方面，布里亚特人更好地继承了传统民族

文化。他们在新的家园举行盛大的仪式庆祝传统节日，举行传统的婚礼仪式，

享用民族美食。日常生活中，穿着传统民族服装，能够使用流利的布里亚特

语交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境内的布里亚特人甚至成功地保留了大部分传

a  鄂温克族自治旗始建于 1958 年 8 月 1 日，位于滨洲里铁路以南，呼伦贝尔市中部。行

政中心在巴彦托海镇（旧称南屯），自治旗面积 18726 平方公里，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原

始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之间，南北长 187 公里，东西长 173 公里。气候属大陆性季风气

候，冬季严寒而漫长，夏季短暂而凉爽。

b  由于在中国的人口统计中布里亚特人并未视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他们的人数只能大

致估算。不同资料显示的数据有所出入，统而言之，这一族群人口数量在 6 千人

（Boronoeva 2000：59）至 7 千人（包路芳 2003：84）之间。

c  从行政归属来看，锡尼河西苏木（Шэнэхэн Баруун）布里亚特人口占 90%，锡尼河东

苏木（Шэнэхэн Зуун）布里亚特人口占 63%（徐占江等 2016：277、279）。从地理上看，

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 50% 的布里亚特人居住在这两个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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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生活方式和半游牧经济形式。与此同时，这一布里亚特族群保持着高度同

一性，民族认同一致。他们也被认为是中国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成功

的族群之一。此外，他们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具有强烈的

民族意识（2017 年田野调  查）。

当 20 世纪 90 年代俄中边境管理有所松动之时，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

人发现中国东北一隅隐匿着他们的民族文化。出于纯粹的科研和好奇感，引

发对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持续关注。实际上，几乎一夜之间这一问题也升级

为共和国民族建设的重要元素。莫·恩·布尔达诺（М.Н. Балдано）认为，

外国侨民的经验，尤其是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独特经验，“是布里亚特知识分

子文化创造力的源泉，亦是全国及其与联邦行政中心关系层面潜在的政治风

险因素”（Балдано 2015：285）。无论是严肃的科研团体，还是乌兰乌德和阿

金斯克自治区的官员都时常前往鄂温克族自治旗考察。各路媒体也不甘示弱，

热衷于搜寻有关这片被人遗忘的布里亚特人乐土上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们在

这里的生活一如往昔，史诗般的古老时光似乎仍在继续。“布里亚特人的精神

家园”有望成为沙漠中希望之灯塔，而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则是“布里亚特真

正的传承者”（Балдано 2015：288）。20 世纪末至今，又过去了很多年，世纪

之交赋予他们“古老文化守护者”的浪漫光环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问题是，

关于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现实生活图景的客观描述，以及他们与俄罗斯联邦境

内布里亚特人究竟有何不  同。

此前，关于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研究多聚焦于中国境内布里亚特人文化

特征，或阐释这一族群非同寻常的历史。真正严肃的学术论著应着眼于这一

脱离了主体族群（俄罗斯布里亚特人）、人口很少的群体如何延续着传统文

化。主体族群的传统文化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苏联时期），时至今日，传统

文化已所剩无几（俄联邦时期）。前文提及的巴尔达诺（М.Н. Балдано）做了

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Baldano 2012；Балдано 2015）。他的著述目前尚未受

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研究成果可能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巴尔达诺

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解答诸如此类问题：人数甚少且身在“异国他乡”的锡尼

河布里亚特族群在环境压力之下，如何摆脱“历史宿命”，成功地保持自己的

文化身份和经济独立性。不仅如此，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已成为俄联邦境内布

里亚特主体人群的文化灯塔。本文正是致力于上述问题的探索，尝试解答这

一群体未被同化的原因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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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前的传统文化

显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传统物质文化基本特征几

乎一成不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到访锡尼河的学者、大众媒体记者、普

通的俄罗斯游客皆有此共识。正如《阿金斯克真理报》如此诗意地表达：“在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锡尼河，是珍藏布里亚特精神、文化和语言的乐土”（锡尼

河社区 2013）。重要的是，锡尼河当地布里亚特人也持类似观点。他们不无

自豪地宣称，在遥远的中国跳脱“宿命的安排”，避免了在苏联遭受无可挽回

损失的境遇。当然，不同人对于这一现象或许有不同观点。俄罗斯境内大多

数布里亚特人认为，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传统文化得以保存毫无疑问是有意义

的，中国境内相当数量的布里亚特人也支持这种观点。有些人甚至赋予锡尼

河布里亚特人历史使命：帮助俄罗斯境内布里亚特人复兴曾经失去的民间传

统。“锡尼河布里亚特族群对本民族历史的眷恋，正是他们坚守传统信念的源

泉”（Бороноева 2011：189）。然而，也有一些人认为，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长

久地墨守成规也不见得是绝对的好事，文化凝滞的成因在于没有机会获得发

展。比如，阿金斯克布里亚特自治区杜尔杜尔加（Дульдурга）村的一名村民

认为，锡尼河布里亚特人沿用传统手工方法制作包子，其原因在于没有绞肉

机（Поле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7）。

锡尼河的多数布里亚特人至今沿用古法烹饪传统菜肴，而这些传统菜肴

也成为这一群体坚守传统信念的象征。“锡尼河包子”一词进入布里亚特和后

贝加尔地区常用语库，成为美食和坚守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不仅锡尼河

布里亚特传统包子受到广泛欢迎，他们制作的俄式面包在中国的销量也极为

可观。俄式面包的制作过程也基本由手工完成，当然，俄式面包不能归为布

里亚特传统美食。值得注意的是，锡尼河布里亚特家庭主妇（包括年轻的姑

娘）更愿意在家里烹饪菜肴，很少直接在商店或餐饮店购买现成的食物。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境内大多数的布里亚特人早已忘记烹饪民族菜

肴的传统方法，操持家务的方法也发生很大变  化。

此外，同属物质文化的传统服饰也是如此，许多锡尼河家庭仍自己制作

服装和鞋履。锡尼河布里亚特研究者博罗诺耶娃（Д.Ц. Бороноева）写道，

“只有女性从事缝纫衣物的家务活，她们通晓制作传统服饰的方法，包括四季

穿戴的不同帽子、冬季和夏季的鞋履等”（Бороноева 2000：88）。这些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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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在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人群中逐渐消失，在锡尼河却依然存在许多手

艺高超的传统服饰制作者，她们的故事甚至写入方志之中（徐占江等 2016：

293—305）。当地居民时常购买这些制作精美的传统服饰，南屯中心市场几家

专门经营布里亚特传统服饰的店铺生意兴隆，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愿意

购买以备日常所需。许多人认为，在布里亚特民族节日或婚礼仪式场合，没

有穿着传统服饰是令人感到羞耻的行为（2017 年田野调  查）。

锡尼河的许多受访者称，他们之所以能够坚守传统物质文化可归因于日

常所需以及传统经济形式的要求，即传统的东西依然非常实用（2017 年田野

调查）。我们基本同意这一观点，环境和经济形势确实决定了所能使用的材料

和方法，物质文化本身就是某种具体物品满足某种需求的产物。研究者们发

现，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保持传统的经济方式，可能并非一厢情愿。数十年间，

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未能覆盖此偏僻一隅，因此未能获得发展的机会。

换言之，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坚守传统物质文化，可能并非出于某种特殊的民

族情感或历史使命，传统物质文化仍然适用，传统经济方式没有获得突破的

契机。或许正因如此，许多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虽然无比钦佩锡尼河布里亚

特人能够保持传统文化，但是只有少数人认真考虑移居到锡尼河，像祖辈一

样生活。相反，存在着相反的移民流  动。

上述简单化的解释或许只适用于探讨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坚守的物质文化，

他们的精神文化同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那么有关于此的探讨则需要更为深

入地研究。除布里亚特包子和传统服饰外，完整的古老仪式和歌曲也令俄罗

斯的学者们赞叹不已，这些仪式和歌曲如今依然有机会在锡尼河找到。在这

里，依然可以看到完整独特的布里亚特传统婚礼。外在的、丰富多彩的仪式

过程吸引民俗学家们投入研究，而我们则发现古老的仪式至今仍发挥着固有

的社会功能，是维系族群内部关系最重要的元素。俄罗斯布里亚特受访者最

为关注的是亲友随礼、互换礼品的数量以及参与者的角色定位，锡尼河受访

者则更加强调婚礼也是年轻人以歌唱的形式，重温布里亚特传统社会价值观

和家庭观的人生课堂 a（2017 年田野调  查）。

实际上，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家庭观念很强。他们尊重长辈，家庭生活

中男性具有主导权，尽管有时会令年轻人和女性感到不快，但人们没有因此

a  值得注意的是，锡尼河布里亚特那里，具有“教育”意义的婚礼歌曲的确存在，且风格

生动活泼。传统舞蹈约合儿舞则并不像在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婚礼上那样备受欢迎。

北冰洋研究第7辑-wm.indd   165 2024-03-26   09:49:51



166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质疑并抛弃传统家庭观念。这种家庭生活方式不仅导致代际关系僵化，而且

令族群与环境隔绝，在地理边界之上又为异族人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有趣的是，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他们的邻居以及很多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均

认为，布里亚特氏族和家庭生活方式的“老规矩”拒绝了外来者的进入，也

是中国布里亚特族群得以墨守成规独立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

锡尼河几乎没有族际通婚现象，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人口流动性空前加强

的情况之下，也极为罕见。无论是汉族还是布里亚特人都认为，族际通婚是

不可取的。换言之，双方都对彼此之间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关系不感兴趣。正

如巴尔达诺所言：“该族群的命运在于对外来文化的兴趣索然（拒绝同化）和

缺乏来自外部的压力（文化革命之前）”（Балдано 2015：291）。

可以说，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主要特点是对外部环境影响具有很强的抵抗

力，氏族和家庭观念无疑是产生这种抵抗力的原因之一。固守家庭传统，以

及因此而形成的家庭教养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影响到族际关系，使

其传统生活方式得以延续下来，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同化。因此，形成了一个

保持密切历史联系的封闭族群社会，语言也自然而然保存下来，人们延续着

祖辈的生存法则。总之，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延续了传统文化可归因于：经济

方式的稳定导致沿用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物质文化保持不变；保持严格的

家庭生活规则、封闭的社会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历时性联系；族际间缺乏彼此

了解的兴  趣。

值得注意的是，锡尼河布里亚特人既未被汉族同化，也未与他们的“近

亲”蒙古人建立密切联系，尽管中国官方称其为布里亚特蒙古人，并视为同

一群体。实际上，虽然二者共有相同的宗教、历史，泛蒙古主义思想，甚至

语言也几乎一致，但并未使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忘记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族群。

一些人认为，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与主体族群彻底割离

（尤其是心理上）。同时，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也坚信：某种程度而言，无论是

在中国、蒙古，还是在任何命运牵引下落脚的地域，他们都是欧洲文化和进

步的传播者。实际上存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即俄罗斯布里亚特人认为锡

尼河同胞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某种民族文化的代表，

为民族文化多样性做出很大贡献（包路芳 2003：86）。值得一提的是，锡尼

河布里亚特人时而笑谈，时而又郑重其事地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他们的语言

中夹杂着许多俄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蒙古人都搞不清其中含义。正因如此，

他们才能在两者之间保持自身的独特性（2017 年田野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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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因素，不仅可以阐明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的延续问题，而且

有助于探索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当前，中国政府奉行商业化、现代化、

政策统一性，社会人口流动性急剧增加，市场经济和信息革命高速发展带来种

种诱惑。这种情况下，锡尼河布里亚特人能否继续坚守民族传统文 化？

三、改革背景下的传统文化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不仅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空前提高，

社会关系也发生根本变化，其中少数民族也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之中。

市场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来自汉族社会，市场经济浪潮波及偏远

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受到强大冲击。经济效益一度成为唯一评

价标准，因而伴随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物质财富崇拜、消费主义盛行、自然和

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那些出于某种原因置身事外的人被视为失败者，加入

者也往往无力承受“新游戏规则”之下的竞  争。

令人惊讶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之中，人口较少的锡尼河布里亚

特人不仅能够恪守古老传统，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中

国各地家族传统几乎消亡殆尽，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家族传统不仅没有成为

经济发展的阻碍，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特别是，1992 年距离锡尼

河不远的满洲里建立了中俄贸易互市区，布里亚特人成功地参与跨境贸易并

积累了财富。许多锡尼河布里亚特人都有身在蒙古和俄罗斯的近亲，彼此间

可以在更加信任的基础上进行贸易，语言相通的优势使他们可以在经济往来

中更为高效。正是得益于传统文化的保持，包括语言和家族情结，成为经济

发展的有利因  素。

一般而言，当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波及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会导致原住民

不可避免地参与现代经济竞争，进入国家教育体系，加速本民族文化和语言

的丧失。从前，包括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在内的人口较少民族，他们没有走出

自己传统社会文化界限的机会，也没有学习汉语的需求，是中国原住民保持

传统文化的原因之一。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有了突破文化界限的机会，

人口较少民族语言也出现了危机，民族语言加速消亡。锡尼河布里亚特人似

乎没有受到经济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民族语言掌握程度很高（2017 年田

野调查）。掌握本民族语言可以使他们有机会去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

共和国）留学，未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会有值得期待的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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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比克多尔日耶夫（Д.В. Цыбикдоржиев）的论文中写道：“对民族教育的渴

望是民族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也是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希望重返族群母体的动

力之一”（Цыбикдоржиев 2009：86）。事实上，与内蒙古的其他蒙古族相比，

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母语教育更为成功。前者很难有机会去俄罗斯留学，因

此只能努力学习汉语，这也意味着母语面临逐渐丧失的危  险。

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物质文化产品销量可观，部分产品还能出口到国

外。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你美食餐馆蓬勃发展，前文提到的“锡尼河包子”

在俄罗斯已成为传奇美食。同样，他们制作的传统服饰也大有市场。如果说

一个国家保存下来的传统技艺在另外一个国家有所需求，那么遵循传统也不

失为一种经济策略。值得强调的是，为满足人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需求生产

的产品，与旅游纪念品有着本质的不同。旅游纪念品仅具有简单的象征意义，

而前者则具有特殊意义，产品被赋予传统文化价值，成为文化的替代品。正

因如此，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商业活动是本民族的文化需要，因而有利于传

承传统文化。而通常情况下，旅游业的发展往往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的衰  退。

四、国界与传统文化

跨境民族商业模式，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对母语的坚守，带有鲜明民族特

色的餐馆，都是全球化和同一化时代背景之下，锡尼河布里亚特民族传统文

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境两端民族传统文化境遇有所不同的

原因。正是这种边界，确切的说是边界造成的布里亚特族群的相对隔绝，是

其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苏联政府推行消除民族和宗教差异

政策时，迁移到中国境内的阿金斯克布里亚特人相对完整地延续着传统文化。

当中国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危及人数较少民族传统文化之时，也是这种边

界的存在帮助锡尼河布里亚特人得以延续传统文化。可是说，锡尼河布里亚

特人具有“双重身份”，从政治上看，是中国公民；从文化归属上看，是俄罗

斯的布里亚特人。他们善于在两种身份之间找到平衡，充分利用边境地区的

特点延续本民族文化。显然，聚居在边境地区可能更容易获得财富，前提是

借助于地理优势且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巴尔达诺指出，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

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善于利用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生活经验（Балдано 2015：

293）。锡尼河布里亚特人的典型特点是，不仅避免了被同化，而且善于利用

自己的“双重身份”。他们的成功的生存策略在于，充分发挥了在两个国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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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生活过的经  验。

因此，任何试图毁伤锡尼河布里亚特人拥有双重身份的行动，比如，在

中国不再是文化多样性的代表，或者彻底成为俄罗斯布里亚特人传统文化的

守护者，都会导致可悲的后果，布里亚特人的“世外桃源”将不复存在。锡

尼河布里亚特人作为一个特殊族群，在漫长的岁月中未被同化。在危险到来

之时，国界给他们提供了避难所，当面临外部压力之时，国界使他们能够独

立发展。换言之，国界使他们既在这边，又在另一边；同时，既不属于这边，

也不属于另一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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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f the Shenehen Buryats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Chinese Border

Maxim S. Mikhalev 

tr. by Qi Shande

Abstract: Descendants of Aga Buryats, who migrated from Russia to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0th century, still inhabit the grasslands of the Shenehen 

region located in the Autonomous District of Inner Mongolia in the close vicinity 

of the Russian-Chinese border. Many Buryats in Russia consider their kinsmen 

living in Shenehen to be sort of custodians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elieve 

that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could be helpful for restoring the Buryat 

identity in Russia, too. While no one questions the phenomen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originality in Shenehen, the underlying factors that have helped the 

local Buryats to preserve it, and the strategies they have used to this end,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This paper takes a closer look at the cultural 

perseverance of the Buryats of Shenehen and attributes their success to their 

proximity to the state border, which enables them to ward off any encroachment 

of the state on their culture.

Key words: China; Shenehen Buryat;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borderlands; liminality; modernization; ethnic revival; mig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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