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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不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东生写信来，说要再版我八十年代初写的一本小册子《敖鲁古
雅风情》，征求我的意见。
说来也巧，也就是半年前，以创作演唱“吉祥三宝”而一炮走红全国的鄂温克旗歌手布仁巴雅尔，也
曾给我来信，说他到敖鲁古雅采风，想创作一台反映鄂温克猎民生产生活的歌舞，在查找有关参考资
料时得知我曾经写过一本专门介绍鄂温克猎民风土人情的书，可他在内蒙古四处寻找都未如愿，最后
还是在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库中找到一本样书，他说这是他见到的迄今为止介绍鄂温克猎民情况最翔实
的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建议能再版重印。
　　说真的，三十年前的一本很不起眼的小书，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淡忘。
不过，他们的提议倒勾起我一段难忘的回忆。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秋天，我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做记者。
那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刚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到处生机盎然。
为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和了解民族地区的工作，搞清全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现状，我接受了关于鄂
温克猎民情况的调研任务。
鄂温克猎民是鄂温克族的一部分，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处，以狞猎和饲养驯鹿为生，总共只有一百多人
。
解放以后政府专门成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自治乡，隶属于呼伦贝尔盟的额尔古纳左旗。
　　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呼和浩特到那里，要坐火车绕道北京、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天
后在大兴安岭上的牙克石换乘森林小火车，又要足足一天的时间才可到达。
　　九月初正是大兴安岭最好的季节，猎民们都进山放鹿采秋去了，乡政府所在地的敖鲁古雅定居点
静悄悄的看不到人。
乡里两位乡长亲自出马带我们进了密林深处的狞猎点。
常年居住生活在深山老林的鄂温克猎民十分好客，只要山外来一个客人，就成了山林里的大新闻，散
居在四处狞猎点上的猎民都会聚集在一起欢迎客人。
　　进了山自然就要和猎民们同吃同住，当然也少不了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但更多的时间是跟猎民们交流，听他们介绍情况。
几天下来，我们和猎民们便打得火热，他们有什么心窝子里的话都愿意往外掏。
从鄂温克民族的历史讲到大兴安岭的风物，从当时的生产生活讲到对未来的希望憧憬，从风俗习惯讲
到衣食住行⋯⋯凡是能想到的几乎无所不及无所不谈。
　　我把采访来的主要素材，写成一组反映敖鲁古雅猎民生产生活现状的调查报告刊登在新华社的内
部参考，受到有关方面和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的重视，猎民们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很快便得到解决。
而采访中的一些“边角下料”则加工成十几篇小文章，陆续发表在一些报刊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黄彦看到这些文章说有点意思，后来经他提议，就汇集在一起冠以《敖鲁
古雅风情》的书名出版了。
　　在敖鲁古雅的时间短暂，但那里迷人的森林风光，奇特的民族风俗，特别是那些纯朴可爱的鄂温
克猎民让人难以忘怀。
好几位鄂温克青年后来都成了我们要好的朋友。
副乡长海青和果士克，他们都有机会出门，每次到呼和浩特开会办事，免不了要带些森林里的土特产
，当然也免不了到我家里喝上一杯。
可惜的是，后来听说果士克得了急病，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
果士克是鄂温克猎民中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长春汽车学院，本来可以留在大城市工作，可他怀着一
腔建设家乡，振兴民族的热情和理想回到了敖鲁古雅。
在我的印象中果士克是一个充满激情、十分聪明的年轻人，他本来可以为家乡的发展，为鄂温克民族
的振兴贡献他的才华和智慧，无奈英年早逝，真是令人惋惜。
　　还有一件令人惋惜和难过的事。
我在书中专门写到一位很有绘画天赋的小姑娘柳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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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离开敖鲁古雅的第二年，柳芭被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录取。
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的一家出版社做美术编辑。
记得我在呼和浩特工作的时候还见过她，正是花季时节的姑娘，对未来对艺术充满憧憬和希望。
只是感到对城市生活依然不很习惯。
前几年，偶然从新闻媒体得知，柳芭后来还是又回到了她所熟悉钟爱的家乡，在一次野外写生时不慎
落入贝尔茨河而遇难了。
又是英年早逝，一位很有前途的青年，还没来得及充分施展，她的艺术才华连同她心中的理想就被贝
尔茨河的激流冲走了。
真是人生的不幸，当然也是鄂温克民族的不幸。
　　敖鲁古雅是一座人文资源的宝库，吸引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去采风，深入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乌热尔图，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以敖鲁古雅为创作题材的短
篇小说《森林里的歌声》引起文坛的震动，以后便一发不可收，八十年代初连着发表了同一题材的系
列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夺得了短篇小说奖“三连
冠”。
这在新时期文坛是很少有的。
那几年，只要看到乌热尔图的小说，我便要一口气读完。
从那些极富特色的文字中寻找鄂温克猎民的心路历程。
两年前，中国作协邀我到浙江乌镇颁发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有著名女作家迟子建写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夜里我翻开作品发现，“右岸”所写的正是敖鲁古雅鄂温克部落。
作品中的景物是那么熟悉，作品中的人物似曾相识，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又似曾在我头脑中盘萦。
只是作家可以捅破的那一层纸我们没有能力去捅破。
　　总之，这些年凡是来自敖鲁古雅的信息，凡是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有关的事情，就格外能引起
我的兴趣，引起我的关注。
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缘分和情感吧。
　　听呼伦贝尔来的人说，今天的敖鲁古雅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三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猎民们依然要饲养驯鹿，夏秋季节依然要到山林里生活，但他们的定居点已搬到条件很好的根河
市郊。
政府为他们盖起了设施齐备的新房，孩子们可以免费到市里的学校读书，猎民们有了病可以在城市医
院就医。
　　三十年前写的东西，只能记述当时的状况，反映当时的现实，书中的思想观点当然也带着当时的
局限和印痕。
此次再版除校正一些错字漏字和文不达意的词字外，完全保留了原貌。
正如褪色泛黄的老照片是岁月留下的真实影像，刻意去翻新上色就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历史留下来
的东西自然不必再去精心修饰、随意装扮。
　　热忱地欢迎读者对三十年前的这些粗浅的文字提出批评。
　　感谢当年同我一起去采访的杨慎和、方正和王平同志。
　　刘云山　　二○一○年元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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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敖鲁古雅风情》介绍：　　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是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是中国唯一饲养驯
鹿的少数民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鄂温克猎民仍然保持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生活方式，吃兽肉，穿兽皮，
住的是冬不防寒、夏不避雨的“撮罗子”，以驯养驯鹿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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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鲁古雅森林里的路林问夜话狩猎点的早晨火的神话林海之舟——驯鹿鹿鸣声声撮罗子里采风跟踪猎
熊篝火晚会采红豆望火楼——森林的眼睛柳芭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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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出发前，我把能够找到的有关鄂温克民族的资料，全部翻阅了一遍，对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鄂
温克人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鄂温克民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全国只有一万多人。
“鄂温克”一语译成汉语意思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
历史上鄂温克人一直游猎在外兴安岭和大兴安岭之间的广大地区。
史料记载，距今二百六十年前，鄂温克的祖先就曾经在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苔藓地区游猎生存过。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们游动到了黑龙江支流阿玛扎尔河一带。
由于沙俄侵略军的抢掠侵扰，他们被迫南移，渡过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进人大兴安岭，栖息于现
在的狩猎区。
后来，一部分走出森林，来到大兴安岭西侧的呼伦贝尔草原从事畜牧业；一部分进入岭南一带较温暖
的嫩江平原，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则仍留在莽莽森林，从事狩猎生产。
由于人口稀少，分布地域很广，加上长期相互隔绝，生活在不同地区的鄂温克人社会形态差异很大。
其他地区的鄂温克人早就进入封建社会，而游猎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人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
在这里，母权制时期的氏族公社组织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家庭公社依然存在。
这种家庭公社组织，鄂温克人叫做“乌力楞”，在乌力楞内部由有威望的老人担任家族长，家族长和
其他成员平等相处，没有等级。
乌力楞内部是公有制，生产工具为共同所有，产品平均分配。
整个鄂温克内部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
　　居住在敖鲁古雅一带的鄂温克猎民虽然只有一百七十多人，但他们游猎生息的地方却相当辽阔，
从北纬五十一度以北到五十三度半以南，从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以西到一百二十度以东，大兴安岭几千
平方公里苍莽浩阔的林海，都是他们张弓射兽的猎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他们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遭受过极为深重的苦难。
沙俄侵略者杀戮残害过他们，日本侵略军诱骗掠夺过他们，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奸商压迫盘剥过他们
，加上风雪严寒和凶禽猛兽的袭扰，使这个生长在山林中的弱小民族，长期挣扎在困苦、疾病和死亡
线上。
有位文学工作者曾十分形象地说：那时的鄂温克人像是一只濒于覆亡的残破不堪的小舟，漂荡在茫茫
无边的林海。
　　解放后，党和政府派工作组来到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他们翻山越岭，从深山老林把鄂温克猎民
接下山来，以后又派来医疗队为他们根治了危及民族生存的结核病。
同时，建立了定居点，成立了鄂温克族自治乡。
鄂温克猎民从此当家做了主人，获得了新生。
　　读着这些文字，像是翻着一页页风暴呼啸和烽火弥漫的历史，更加牵动了去敖鲁古雅的急切心情
。
恨不得马上踏进这片神奇的土地，踏着鄂温克人从苦难走向幸福岁月的足印，同鄂温克的父老乡亲，
共同领略沐浴新生活光辉的无限喜悦。
　　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告别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踏上去往大兴安岭山林中的敖鲁古雅
鄂温克自治乡的旅程。
同行者有摄影记者小杨和画报社摄影记者小方。
通往敖鲁古雅的旅程是遥远的，辗转北京，齐齐哈尔，牙克石，途中整整消磨了五个昼夜。
这期间，我无时不在乘着想象的翅膀，飞临那传奇的千里林海，神游于兽啸禽鸣之乡。
小杨和小方也是第一次到大森林里的鄂温克猎乡采访，同样奇想萦怀。
我们每每坐在一起，共同揣度着猎村的风貌。
小杨说：听说猎民住的是能流动的帐篷房，那猎村呀，兴许和点缀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蒙古包和草原
浩特差不多。
小方说：谁说猎民住的是帐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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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早就住在定居的房子里了；既然是一个村庄，又都住进房子，那一定和土默川和河套平原上那散
落着土坯房的村子不会两样！
我则认为，既是猎民村，就不会像牧区的浩特，也不会像农区的村庄，也许是既有牧区风貌又有农区
特点的综合式的风格。
然而，我马上又否定了这种猜想，因为我知道鄂温克猎民是五十年代才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定居的，
敖鲁古雅猎村则是一九六七年才在野兽出没的荒山野林中兴建起来的，怎么能和发展了几千年的农村
牧区相比呢？
　　九月四日，慢得和牛车差不了多少的森林火车，终于停在了牙林线的终点——满归。
站台上，一辆墨绿色的北京-212型吉普车等着我们，这是国家为接送猎民上山下山和外出上下火车专
门给敖鲁古雅乡拨来的。
我们乘坐的吉普车一离开站台，很快就钻进了莽莽苍苍的森林，沿着贝尔茨河左岸弯弯曲曲的沙石公
路奔驰。
来接我们的副乡长那德那是一位热情似火的蒙古族青年干部，他很理解客人的心情，一上车便像拉家
常一样谈起“敖鲁古雅”的由来。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译成汉语的意思是“一只靴子”。
传说在很早以前，一位青年猎手到这里打猎，碰上一头雄壮的银腿犴，青年猎手紧追在银腿犴后面，
连着放了十来枪也没打中。
等到太阳落山之后，犴钻进一片樟松林不见了。
又累又饿的青年猎人坐在地上休息时，才发现自己右脚的鹿皮靴不见了。
从那以后，青年猎人整整半年没打到一只野兽。
后来有人对他说，那次你碰到的是犴仙，不该开枪，你脚上的靴子就是犴仙弄走了，你还是应该再做
一只靴子送到樟松林表示“歉意”，以换回狩猎的好运。
青年猎人照着办了，从此，他每次出猎都不再空回。
往后猎人们成了习惯，每年都要缝制一只精美的鹿皮靴丢到那里，时间久了，人们就把这里叫做“敖
鲁古雅”。
自然，这是个神话，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鄂温克人同狩猎生活相依为命的关系。
“到了！
”正当我们听得入神，司机同志扭过头来对我们说。
透过公路边上一片稀疏的白桦，猎村敖鲁古雅展现在我们眼前。
村子掩映在葱茏茂密的白桦和松树林中，贝尔茨河像一条银练翻着浪花从林边流过，远远就可以听到
激流拍岸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猎村虽然不大，但村子中间却有一条宽广整洁的街道。
左边是供销社，粮站，医院，邮电所，一色砖瓦结构的新式建筑，门面还抹上米黄色、淡蓝色的水泥
，同四面的森林映衬在一起，显得格外协调，俨然是一幅美丽的画图。
甚至有点异国情调，既像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林区风光，又有点法国巴比松画派作品的韵味。
然而，它却真真切切是鄂温克猎乡的风格，是我们神奇国土上的景物。
街道右边是猎民们十分奇特的住房。
这房子不仅门窗房梁是木头的，连墙壁、房顶都是木头的，墙壁全是一样粗的松树杆一根挨一根垒起
，房顶盖的是木板做成的“瓦条”。
这种从头到脚都是木头的房子，猎民们叫做“木刻楞”。
“木刻楞”是就地取材，建起来方便，但经不起大兴安岭常年风霜雨雪的侵蚀，寿命不会很长。
村子东头有四栋新盖的红砖红瓦房，这是今年国家拨款为猎民修建的新居。
去年自治区民委的一位领导同志到这里来调查情况，看到猎民们的“木刻楞”修建多年已经破旧，而
随着人口的增加，过去的房子已经不够用了。
因而回去以后，建议拨来了专款，为猎民修建住房，准备在三年内使猎民们全部住进新居。
新建的住房都是一进三开，有卧室，厨房，客厅，里边有地板，暖炕，火墙，还配置了写字台，碗橱
等，设备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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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中间有一座圆顶建筑，那是猎民俱乐部，可容纳四五百人，就是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冬，猎民们
也可坐在温暖如春的俱乐部里看到电影和各种文艺演出。
这是在附近森林里修铁路的铁道兵义务为猎民们修建的，上边还工工整整写着“爱民宫”三个大字。
村子北边是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设施齐全的猎民子弟学校。
在村子里散步，不时可以听到猎民子弟那清脆甜美的歌声。
隆隆的机器声则是从东北角一片松林中传出来的，那里是去年才兴建的木材加工厂，这是猎民们为了
改变单一的狩猎经济，从当地实际出发，在附近森林工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工厂主要是利用原始森林中将要腐烂掉的站杆倒木，加工成建筑需要的材料。
去年一年这个小工厂就为猎民们增加了十万元的收入。
　　九月，虽不是狩猎黄金季节，可这个时期猎民大都进山，放养驯鹿，采集野果、蘑菇、木耳等山
货。
因此，村子几乎没有闲人，猎村显得十分宁静，偶尔可以看到体魄健壮的老人领着刚刚学步的儿童悠
闲地漫步街头。
在松风氤氲中，在夕阳辉映里，置身于林海深处的猎村，对于我们这些从繁华喧闹的城市里来的人，
简直像一下步入了仙境！
　　P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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