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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渔家天锦：赫哲族鱼皮文化研究》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认识鱼皮文化，研究它的生成、
发展与演变，记录赫哲及其先民等北方渔猎民族使用鱼皮的一段历程。
这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专题调研，一次时断时续十五年的调研成果。
　　鱼皮文化是赫哲及其先民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它包括人们使用冷水鱼类鱼皮的社会活动的全过程，即鱼皮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与生产活动中的
应用；鱼皮在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等方面对民族心理素质的影响；还包括了鱼皮技艺在传承过程中的
完善、发展与流变⋯⋯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鱼皮文化生成于赫哲等北方渔猎先民在惊涛骇浪
的江河湖海中的渔猎生活。
所以，研究鱼皮文化，首先要置身于北方渔猎文化的大背景下。
这是一个地域性、民族性、历史性的题目。
它无法脱离这样一个母题一一北方渔猎经济。
　　鱼皮文化发展与演变于漫长的历史传承之中，这是百年、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积淀。
它是肃慎系黑水靺鞨--野人女真--赫哲民族一脉相承的主流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典型文化。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人类童年的记忆渐次消失，这是历史的必然。
先进的生产方式终究要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
人们终将和曾与之朝夕相伴的传统相揖别，传统的东西将成为文化遗产而走进博物馆。
鱼皮文化毫不例外地因循着这条轨迹行进，从辉煌走向衰落。
曾经相互链接的鱼皮文化圈湮没在了历史的汪洋之中。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世界历史步入了现代工业与商品经济时代。
但是，三江流域妁赫哲（那乃）人非但没能同步发展，甚至依然徘徊在渔猎经济时期。
他们仍然普遍穿着鱼皮衣的独特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
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学界人士以及一些怀着不同目的的旅行者纷至沓来，寻找人类童年的记忆。
他们换取、购买、收藏鱼皮衣服，客观上不仅使鱼皮文化在博物馆里得到了永久保存，而且使行将消
失的鱼皮服饰及其制作技艺在不经意间延续了生命。
也就是说，鱼皮技艺得以在赫哲（那乃）人中传承至今，具有某种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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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敏杰，生于1952年，1968年参加工作，1983年开始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工作，1993年开始从事民族
学研究工作。
先后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出版了《渔家绝技》等著作。
并承担多项国家科研课题和项目，是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现任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兼任省民族研究会副理事长，省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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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关于妇女对“勒勒”非常珍惜的原因猜得较准，“勒勒”可以吓走各种妖魔鬼怪，免遭侵害
确属一种“宗教观念”的延伸，固然可珍可惜。
　　但是送人之后还可以重做，更有甚者那么多的奢侈品的诱惑是足以抵消这种珍视的，这就是更深
层面的“某种严格遵循的风俗”在起作用。
马克用了一个“或者”致其语焉不详，大打折扣，皆因他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不甚了了。
中国古代曾把内衣称为“亵衣”，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与贞节密切相关。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妇女一直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信条，视贞节重于生命，作为贞节标志
之一的内衣非但不能被用于易物，连轻易示人都不可能。
偶尔可见古代小说中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把内衣作为私定终身的信物送给情郎。
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现代社会，只有南方江、浙、沪一带的女孩出于卫生的考虑而把内衣拿
到阳光下曝晒，而思想比较保守的北方女孩仍不肯轻易把内衣展于公开场所。
赫哲妇女无论如何不肯用自己的内衣--“勒勒”去交换哪怕是她们梦寐以求的物品，一是对“勒勒”
（制作精良）的珍视，二是内在潜意识中更丰富的情感所在。
如对自身的一种保护意识，对情爱的珍视、只允许自己男人触摸到等等。
清代的赫哲人已经受到汉民族影响很深了，山东移民很多生活在他们中间，甚至通婚。
相互的思想意识的交流会渗透到各个领域，势必会引起赫哲人道德意识方面产生某些微妙的变化，所
以妇女不肯用内衣“勒勒”易物是在情理之中的。
　　至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赫哲人穿鱼、兽皮围裙之“重古道而不忘本”，不仅是精神上的
，而是有深远的物质背景的：蛮荒时代的人类祖先先是赤身裸体地漫山遍野追逐野兽并与之搏斗，或
是在江海中捕捉大鳇鱼、鲨鱼、鲸鱼等凶鱼并与其搏杀，穿到身上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围裙。
围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为保护人们赖以繁衍后代的最重要部位免受动物和树枝荆棘的侵害，
立下汗以功劳，它对民族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穿上衣裤的渔人、猎人们再系上围裙又多了一层并且是更有实效的庇护。
赫哲人在渔猎过程中不知有多少人亲身体验到了有如挡板似的围裙明显的保护作用，使他们更加轻易
不愿意放弃。
很可能偶然的机会使他们发现动物鲜血染到围裙上的鲜艳色彩对野兽存在某种威慑力量，他们还不能
解释平板物体具有更大防护作用和鲜艳颜色对动物有恐吓作用的科学道理，因此他们认为彩色的围裙
具有某种更大的神力，可以吓退和制服妖魔鬼怪，保护人身安全，保佑猎获丰厚。
于是他们不但在整个狩猎过程中更加须臾不离围裙，而且为它涂染上鲜艳的颜色和花纹，在开猎仪式
上、结婚典礼上充分利用它保佑、庇护的神灵作用，以至于一代代绵延传承，并在传承中不断地丰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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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民众世代相承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
技能，以及与这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保护传承这些活态文化，既是一个民族对历史
的延续，智慧的张扬，情感的的连结，提升社会格调，培植公众修养，也是扩展时代思想。
　　人类社会存在是历史性的，保护与传承历史的见证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同自己历史进行对话
的手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它对于凝聚民族认同、维系社区传统、促进文化生态
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范围：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
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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