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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周热点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

欣淼讲述故宫的主要

藏品及其特点：

国之瑰宝 器以载道

在东北大小兴安岭的密林深处，“最后猎人”鄂伦春族世居于此，曾过着异常艰苦的
游猎生活，沐风浴雪、四处迁徙。70 年前，他们走出深山，从游猎为生到百业兴旺、从原
始社会到现代文明，告别猎枪的鄂伦春人迎来新生活——

走近兴安岭“最后猎人”

谁在 说

中国历代皇家收藏的珍遗

故宫是中国历代艺术珍品

的宝库。

《三希堂法帖》收录了内

府所藏魏晋以来的书法家名

迹，其中包括王羲之的《快雪

时晴帖》（今藏于台北故宫博

物院）、王献之的《中秋帖》、王

珣的《伯远帖》。它们被视为

中国书法存世作品的最高典

范，是历经宋、金、元诸代皇室

收藏的珍遗。

“四美”指的是晋代顾恺之

的《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

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

《九歌图》。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

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共收录

3503种图书，共计79337卷，约

9.97亿字，基本囊括了乾隆时

期以前的中国古籍精品，后分

藏于全国各地。

这些故宫收藏代表着当时

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

清代宫廷史完整的历史遗存

作为皇宫旧存的重要部

分，北京故宫还珍藏着丰富且

独有的反映宫廷典章制度与日

常文化生活的两大类文物。

典章制度是国之大法，亦

是皇权的表征。典制类文物主

要有卤簿仪仗（1900余件）、典

制乐器（2300余件）、帝后玺印

（5000余件）、武备（15000余件）

及其他。现基本保存于故宫。

故宫留有皇室生活居住时

留下的各种生活用品，如服饰

（62000余件）、明清家具（6400

余件）、各种毛（丝）毯（1000余

块），包括餐饮炊具、烟酒茶及

其器具、沐浴盥洗化妆等日常

物件（多达数万件）、医药文物

（3000余件）、戏曲文物（万余

件）、清宫戏本（11498册）以及

其他众多品类。这些衣食住行

的物品，大多是当时实用之物，

现成为宫廷历史文物，具有重

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中华文明重要的载体与见证

故宫文物是一部浓缩的中

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民族绵

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故宫的

各类文物藏品中均得以充分印

证。故宫收藏无比丰富精美。

论时代，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

唐、宋、元、明、清；论范围，囊括

古代中国各地域的文明精华；

论类别，包含中国古代文化艺

术品的所有门类。

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

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着

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数千

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

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和艺术的

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

物质载体。它们是中华民族世

代创造的累积，是民族集体智

慧的体现，与国家历史文化密

切相关，反映出中华文明一脉

相承的辉煌历程。

（据《解放日报》）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

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

春，一呀一匹猎马，一呀一杆

枪，翻山越岭打猎巡逻护呀护

山林……

在祖国东北大小兴安岭的

密林深处，“最后猎人”鄂伦春族

世居于此。穿狍皮袄、住撮罗

子，与猎狗和马为伴，在绵亘数

千里的原始森林中，鄂伦春人曾

过着异常艰苦的游猎生活，沐风

浴雪、四处迁徙。

70年前，在党和国家的关怀

下，居住在黑龙江省的鄂伦春人

走出深山，从居无定所到安居乐

业、从游猎为生到百业兴旺、从

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告别猎枪

的鄂伦春人迎来新生。

走出山林 走向新生
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跨

过山川、河流，穿过湿地、森林，行
程近1000公里，就来到了大兴安
岭地区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族
乡。将记者迎进鄂族村的，是一
幅色彩斑斓的乡村田园图——在
蓝天和山岭的映衬下，一座座粉
色、绿色、黄色的小屋整齐排列。
水泥路直接通到家门口，走进一
户人家，院子里种着几垄青菜，客
厅摆着沙发、电视、冰箱，两室一
厅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

整饬一新的村落、宽敞明亮
的新居，是鄂伦春人如今的生活
写照。但唯有了解鄂伦春族的
过去，才能感受到这幅画卷“一
跃千年”的珍贵。
“从小生活在山林里，再难

走的地方也能穿梭。”八旬鄂伦
春族老人葛淑贤回忆着小时候
在山上的生活。鄂伦春人被誉
为“兴安猎神”，孩子七八岁就跟
着大人去打猎。茫茫的兴安岭
慷慨又残酷，他们必须熟悉山岭
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条河流，才
能在大自然中生存。

在孩子们小时候，爷爷奶奶
便会让他们在湿地沼泽的“塔头
甸子”上跑步、比赛，锻炼他们，
一直到跑步不摔倒为止。老人
们还会唱起鄂伦春族的歌：“你
们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困难都
不要怕，才能生存、才能生活，河
过不去，你可以想办法过，山爬
不上去，你必须上去……”

山上的冬天是最难过的，温
度可能降到零下四五十摄氏度。
鄂伦春人穿着狍皮、鹿皮等做成
的衣服鞋帽，在用几根树杆和狍
皮围成的简易房屋——撮罗子里
点起篝火取暖御寒，冻伤是常事。

1953年，鄂伦春人走出了山
林，在如今的大兴安岭地区塔河
县、呼玛县，黑河市爱辉区、逊克
县等地定居。“住进了政府提供的
房子，吃穿有保障，还可以去上
学，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葛淑贤说，下山后，她进入当
地的小学，老师教导她一定要好
好读书。“我特别珍惜读书的机
会，一直坚持读下去，毕业后回到
十八站乡当了一名老师。”如今，

鄂伦春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
高。今年她的外孙也要上大学了。

70年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随着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
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乡村基础设
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力度持续加
大，鄂伦春族与各族群众一道，
迈向了更美好的新生活。

住房之变是鄂伦春人生活
之变的一个缩影。在呼玛县白
银纳鄂伦春族乡，80岁的鄂伦春
族老人孟淑卿一家，经历了几次
住房的变化。
“刚下山时，我们住的是用

圆木一层层摞在一起盖成的‘木
刻楞’房子。到1983年，政府为
我们盖了砖瓦房，2013年又盖了
楼房和特色新居。很多人没住
过楼房，现在住上了。”孟淑卿
说，她生在撮罗子里，她的女儿
在“木刻楞”房子里出生，到外孙
出生时，全家已经住进了砖瓦房。

放下猎枪 托起未来
下山后，作为狩猎民族的鄂

伦春族开始学习耕种，摆在他们
面前的是全新的领域：应该用什
么农具？用怎样的耕种方法？
“各级干部来教我们种地，

我们鄂伦春人与马为伴，一开始
用马来拉犁，要4匹马才能拉
动。”第一代下山定居的鄂伦春
人郭宝林回忆。

眼下，农业生产对鄂伦春人
来说驾轻就熟。年轻的鄂伦春
族种粮大户邱楠，年收入能达80
万元。记者到来时，正是小麦收
获的季节，在农活间隙，邱楠说
起今年的情况。“一共流转了1500
亩地，主要种大豆和小麦。这两
天为了收小麦，雇了3个拖拉机司
机，每人每天工资300元。”邱楠
说，他从小跟着家人务农，以前也
打过工、种过木耳，现在除了种
地，还养了200多头猪。“未来还想
建加工厂、榨豆油，这样效益更
高，也能创造更多岗位，带动村
里人一起增收。”邱楠说。

除了农业，曾经“一人一马
一杆枪”的鄂伦春人放下猎枪，
依靠勤劳的双手投入到中药种
植、手工艺品制作等更多产业
中。近年来，乘上乡村振兴的快
车，乡村文旅发展也让鄂伦春人
有了更多致富渠道。

在十八站乡鄂伦春民族风
情园中，带有民族风情的撮罗子
造型建筑与乡间的自然风光相
得益彰。从2018年开始建设，5
年来这里已成为集住宿、游玩、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旅游园区。
“这里有手工艺作坊，可以体验
手工艺制作过程；有跑马场，可
以骑着鄂伦春的小马，感受民族
生活；还有射箭场，这是鄂伦春
人的狩猎方式之一，很多南方游
客觉得很新奇、很喜欢。”十八站
乡乡长孟威说。

以鄂伦春民族风情园为依
托发展餐饮、民宿等附属产业，
推动了鄂伦春族文化资源加速
向旅游资源、经济资源转化。如
今，十八站乡527名鄂伦春族群众
约一半参与旅游产业。2022年，
鄂族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7205.88
元，较2013年增长109%。

在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
新生村，不少人家的院子里都种
着几垄赤芍。一名鄂伦春族群
众告诉我们，这得益于当地招引
的一家山东企业。“这些芽苗是
企业免费提供的，从2021年开始
栽种。不仅开花好看，等过两年
药材可以采收了，企业还会按市
场价收购，也增加了一份收入。”

家家户户的庭院“绿起来”，
带动群众的日子好起来。“现在
共有 36户村民在院子里种赤
芍，大约45亩。我们还发展中药
材林下抚育、标准化种植以及土
猪、笨小鸡养殖，雇的都是当地群
众。”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说，
“给我们养猪的一名鄂伦春族群
众，3年至少挣了50万元。”

传承文化 唱响“新歌”
“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

人”。千百年来，美丽的兴安岭
养育了鄂伦春人，也滋养了鄂伦
春族的文化。对自然的敬畏流
淌在鄂伦春人的血液里，山上的
野果、树木、河流为鄂伦春人提
供了源源不竭的创作灵感。

民族的记忆，在鄂伦春人的
歌声里传承。春天花开的时候，
唱轻松欢快的小调，“小伙子就
像青松，姑娘像白桦树般纯洁”；
男孩和姑娘约会时，就唱“虽然
有点儿风，在这白桦树林里，咱们
喝点儿酒吧”；骑马的时候，唱的

歌也豪迈起来，“我骑着白马，你
骑着大红马，咱俩来比赛……”
“我们鄂伦春人不能忘记自

己的语言，一定要代代传下去。”
今年70岁的鄂族村老人戈晓华
一直致力于鄂伦春民族语言的
保护和传承。为了保留鄂伦春
语，她曾到黑龙江大学、齐齐哈
尔大学录制鄂伦春语言，协助学
校建立鄂伦春语言数据库。

桦树皮曾是鄂伦春人生产
生活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如今
“变身”为鄂伦春人文化的重要
载体。在白银纳乡，鄂伦春族民
间画家关桃芳的工作室里挂满
了她绘制的桦树皮镂空画：撮罗
子里正在熟睡的母亲、马背上举
枪的猎人、鞣制兽皮的妇女、载
歌载舞的鄂伦春群众……

这些画运用镂空、镶嵌、粘
贴等技法，展现了鄂伦春人的生
产生活场景和民俗风情。关桃
芳指着一幅画说：“比如这幅展现
的是迁徙的场景。鄂伦春人在
小河旁搭建撮罗子，待了一段时
间后要搬迁了，人们忙着将肉干、
盐等放进桦树皮篓，带上兽皮口
袋，一旁的小狗欢快地跳起来。”

很多人问关桃芳，为什么要
用桦树皮来作画？她说，因为桦
树皮有永久的纪念意义。“我们
鄂伦春属于狩猎民族，而且我们
在原始森林里离不开桦树皮，我
就想用桦树皮这种特殊的材质
把鄂伦春的灿烂文化记录下
来。”关桃芳说。

组织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传承活动，开展鄂伦春族非遗
展、非遗传承培训，推进鄂伦春
族非遗课程走进中小学……近
年来，黑龙江省多举措推进鄂伦
春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让文化在
传承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随着生产生活的变迁，鄂伦
春人的技艺、作品也在不断创
新，以适应人们新的需求。在新
生村，鄂伦春传统桦树皮手工制
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张玉霞展示
了她最新的创意——用桦树皮
制作的台灯。
“灯罩用桦树皮制作，有方

形的、圆形的，你们看看哪个
好？”张玉霞笑着说，近年来桦树
皮制品的纹饰、样式都在创新，
比如传统的桦树皮首饰盒是用兽
骨敲砸进行装饰，如今她尝试用
野鸡毛做装饰，让首饰盒更漂亮。
“这份技艺不能丢了，很多

游客来了说，‘这才是真正传统
的东西’‘你这儿的品种很多，别
的地方没有这么多样式’，我听
了就很自豪。”张玉霞说，现在很
多村民也跟她学习桦树皮产品
制作，组织的相关培训班每次都
有二三十人参加。
“兴安岭上彩云飘，呼玛河

水泛波涛。鄂伦春走进新时代，
高举金杯唱歌谣……”一曲《鄂
伦春走进新时代》道出了鄂伦春
人的心声，也唱出了鄂伦春人奋
进新征程的新故事。（王春雨
金地 徐凯鑫 据《新华每日电讯》）

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入口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徐凯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