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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鄂伦春社会转型中人口问题探赜

) ) ) 以黑河地区鄂伦春社会人口为中心

程尼娜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 由近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1945年以前黑河地区鄂伦春人口呈下降趋势, 在伪满时期达

到历史的最低点, 鄂伦春社会人口结构呈现出青壮年男性较女性比例高, 中老年女性较男性比例高, 老年

人口极少的特点。新中国时期, 黑河地区新生乡鄂伦春族人口保持平稳的水平, 各年龄段男女比例无显著

变化, 鄂伦春人平均寿命延长。 1970年代前后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 使鄂伦春族与外族通婚的现象日益普

遍, 从而改变了鄂伦春族家庭人口的民族结构。1990年代以来一些单纯地统计鄂伦春族人口的数据, 已经

不能完全反映鄂伦春社会家庭人口结构的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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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 鄂伦春人开始逐渐走出山林, 直到 20世纪 50年代才完全过上定居的生活。在这半个

多世纪中,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的鄂伦春人, 经由近代社会的军阀政府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

统治, 进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 完成了跨越性的社会转型。笔者于 2007年 7月曾带领吉林大学民族

调查队到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民族乡进行了为期 10天的社会调查, 本文以 20世纪初到 21世

纪的今天为研究时段, 以黑河地区 (现代以新生乡 ) 鄂伦春族为研究中心, 考察在鄂伦春社会转型

过程中, 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以及鄂伦春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方方面面。力图通过这一地区的个案研

究, 透视近现代中国边疆小民族社会变迁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进而探讨这种社会现象产

生的原因。

一、民国时期黑河地区鄂伦春人口状况

  /鄂伦春0 族名于史籍首见于清代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 ¹ 其先世属于我国东北古族肃慎族

系, 世代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深山密林之中, 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猎生活。康熙二十八年 ( 1689), 清

朝政府为了管辖归附的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族, 于黑龙江将军之下设立布特哈总管衙门, 对于

朝山暮林、行止无定、以打牲为生的鄂伦春人, 实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 按照姓氏、部落和活动地

区编制为 5路, 路下设佐。本文所研究的生活在黑龙江中游及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人隶属于库玛尔

路。光绪八年 ( 1882 ), 清政府新设兴安城总管衙门专门管辖鄂伦春事务, 但又于光绪十九年

( 1893) 裁撤了兴安城总管衙门, 将库玛尔路鄂伦春拨归瑷珲副都统衙门管理, 以库玛尔路鄂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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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丁四百余户, 大小男女二千二百余名口 0 编制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 4旗 8佐, 各佐设佐

领、骁骑校等官, 并于鄂伦春首领中选择一人任协领, 协助瑷珲副都统衙门管理鄂伦春事务。¹

清末民初, 鄂伦春地区原有的行政统辖体系已支离破碎, 库玛尔路鄂伦春 /上自盘古河, 下至

汤旺河, 西至兴安岭迤西嫩江布特哈等处, 延长二千数百余里, 鄂民居处棋布星罗, 朝山暮林, 行趾

(止 ) 无定0, 鄂民 /以打牲为生活, 人无恒业, 技乏长术。近来林木砍伐殆尽, 野牲日益见稀, 以

致居处寥落, 生度困难, 壮者流于俄属, 弱者填于沟壑, 颠沛流离, 惨不忍睹 0, 政府为了重建对鄂

伦春人的统辖管理制度, 命鄂伦春协领带人进山收拢散居深山以行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口, 如宣统元年

( 1909) 七月间, 库玛尔路协领徐希廉, /操持收拢, 不辞劳瘁, 已在瑷珲西山依溪罕、宏户图两处,

拨地设屯, 筑房立校, 诸渐有效0。到 1916年, 库玛尔路共收拢 458户, 男女 1924人, 仍按清旧制

分设镶黄、正白、镶白、正蓝 4旗 8佐, /所设八佐地点, 均有可垦之荒0º。其后, 民国政府和伪满

洲国政府, 基本保持前清路佐制度对鄂伦春人进行统辖。因此, 时至今日, 黑河地区的鄂伦春族仍对

路佐制度有一定的记忆。

民国政府出于国家治民实边的需要, 对地处边陲的鄂伦春人一直实行收拢安抚政策, 规划区域,

建房开垦, 使其农猎兼事, 开设学校, 施行教育, 化俗成风。到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以前, 民国政府推

行上述措施虽取得初步成效, 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鄂伦春人日益贫困、人口逐渐减少的问题。库玛尔路

鄂伦春档案资料记载了一些鄂伦春人口数据, 这里我们选取了 1916年和 1924年两组数据, 以考察民

国年间这一地区鄂伦春社会人口的状况与变化。

表 1 库玛尔路 4旗 8佐鄂伦春人口统计表 ( 1916年 9月 13日 ) »

旗 镶黄旗 正白旗 镶白旗 正蓝旗

佐 头佐 二佐 头佐 二佐 头佐 二佐 头佐 二佐

户 57 82 58 79 35 43 69 35

口 205 328 238 301 155 216 318 163

人  数

男 妇 男 妇 男 妇 男 妇 男 妇 男 妇 男 妇 男 妇

62 57 100 90 75 63 96 82 51 43 71 66 108 87 57 45

子 女 子 女 子 女 子 女 子 女 子 女 子 女 子 女

48 38 66 63 50 50 62 61 25 36 43 36 62 61 24 37

八佐总计 458户 1924口 男 620 妇 542 子 380 女 382

  1916年, 库玛尔路 4旗 8佐共有 458户, 1924口。这与光绪十九年 ( 1893) 初设库玛尔路编旗

设佐时期, /牲丁四百余户, 大小男女二千二百余名口 0 相比, 户数变化不大, 人口则少了约 300人

左右。人口最多的 /佐0 辖有 82户、 328人, 人口最少的 /佐0 辖有 35户、155人; 平均每佐有 57

户略强, 240人左右。需要说明的是, 表 1中 /男、妇、子、女 0 是依据档案资料所填写。我们所见

到的档案资料中并没有将库玛尔路鄂伦春 4旗 8佐的 458户、 1924人的具体资料全部列出, 仅列出

77户人家具体的人口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 鄂伦春人家庭除了核心家庭 (父母与子女 ) 外,

有的家庭还有祖父, 或有祖母, 有男主人的弟弟、或妹妹, 有已婚儿子和媳妇, 因此对于档案中

/男、妇、子、女 0 划定的标准, 是依据年龄还是依据在家庭中的身份, 并不很确定。在这份档案中

正蓝旗二佐条下载: /一户, 披甲寿刚年三十五岁, 妻年三十四岁, 子披甲金盛年十五岁, 长女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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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署库玛尔路协领孟喜禄具报现收抚鄂民编配四旗八佐归制地点并请拨各款呈, 民国五年九月十三日 6, 载黑龙江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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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次女年三岁, 弟披甲寿川年二十二岁, 妻年二十岁。0 这是档案中所见到的年龄最小的披甲, 即

15岁, 故推测男性 15岁以上为 /男 0, 14岁及以下为 /子 0; 女已婚者, 无论年龄大小, 皆为

/妇 0, 未婚者为 /女0。从表 1的内容看, 在库玛尔路鄂伦春社会男女儿童的比例大致差不多, 但是

到了成年阶段, 女性人口数量明显少于男性。

民国时期, 黑河地区的鄂伦春人在政府的号召下, 一部分人开始从事农耕生产, 大部分人仍然保

持着传统的游猎习俗。随着鄂伦春居住的山林地区逐步被开发, 黑河一带的金矿开采进入了黄金时

期, 大批商人随之进入这一地区, 并开始与鄂伦春人进行贸易活动。商人们在鄂伦春地区周围开设店

铺, 收购猎品, 出售粮食、衣物、烟酒、糖茶、猎枪等商品, 对鄂伦春人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

响, 促使鄂伦春人的传统狩猎经济逐渐向狩猎所得物商品化转变, 这给鄂伦春社会带来种种问题, 加

重了鄂伦春人贫困化的程度。 1924年库玛尔路鄂伦春人口资料, 为我们了解近代社会鄂伦春人口状

况与变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表 2 库玛尔路鄂伦春人口统计表 ( 1924年 8月 7日 ) ¹

旗 镶黄旗 正白旗 正蓝旗 不明旗属

佐
头佐

(瑷珲 )

二佐

(呼玛 )
二佐 (瑷珲 ) 头佐、二佐 (呼玛 ) 漠河县境

户 49 26 21 130 26

口 188 89 98 527 92

人  数

男 妇 男 妇 男 妇 男 妇 男 妇

65 52 34 26 33 27 180 155 32 29

子 女 子 女 子 女 子 女 子 女

37 34 15 14 18 20 100 92 10 21

总计 252户 994口 男 344 妇 289 子 180 女 181

  到 1924年, 黑河地区库玛尔路的建置仍然保存着, 该路协领驻瑷珲县城, 库玛尔路所辖 4旗 8

佐分布在内兴安岭南北, 岭南麓有 2佐: 镶白旗二佐、正白旗头佐; 岭北麓有 6佐: 镶黄旗头佐、镶

黄旗二佐、正白旗二佐、镶白旗头佐、正蓝旗头佐、正蓝旗二佐。º 从库玛尔路协领于多三上报鄂民

户口册籍看, 只包括岭北 5佐, 即镶黄旗的头佐、二佐, 正蓝旗的两个佐合为一处, 正白旗二佐, 不

见镶白旗头佐, 漠河县境鄂民属于哪一旗哪一佐? 连协领本人也不十分清楚。此时, 鄂伦春人已改归

各县管理, 各佐之下皆注明所居县地名称, 表明鄂伦春人游猎的山林范围比较固定, 与民国初年库玛

尔路鄂伦春人居地 /延长二千数百余里, 鄂民居处棋布星罗0 的情形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县级地

方政府对鄂伦春人各佐的统辖逐步建立起来。这年库玛尔路在册的鄂伦春户口为 252户、994人, 人

口最少的 /佐0 辖有 21户, 人口最多的 /佐0, 若取正蓝旗两佐的平均数为 65户; 若将漠河地区 26

户鄂伦春人视为 1佐, 共计为 6佐, 平均每佐有 42户、166人左右。这与 8年前库玛尔路鄂伦春人口

相比, 无论是总人数 ( 1924 /994)、总户数 ( 458 /252), 还是每佐的平均户数 ( 57 /42)、平均人口数

( 240 /166) , 都要少得多。

库玛尔路鄂伦春人口锐减, 与 1923年爆发的鄂伦春人武力事件密切相关。在近代商品经济的冲

击下, 淳朴的鄂伦春人不断遭受奸商们的敲诈勒索, 他们用山中行猎所获的猎物从汉人私商那里换取

枪支、子弹、盐、布、酒、粮食等, 私商们以极低的价钱买进鄂伦春人手中贵重的鹿茸、熊胆、兽

皮。当鄂伦春人手中无山货时, 私商允许他们赊欠, 欠债利息极高, 春天欠 1元, 秋天还 10元; 秋

天还不上, 明年要还 100元; 若仍还不上, 就拉走鄂伦春人的马匹, 或抢走鄂伦春人的妻、女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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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察鄂伦春学务委员邹召棠调查内兴安岭南麓鄂族情形报告书, 民国九年四月十六日 6, 载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民

族研究所编 5档案史料选编: 黑龙江少数民族 6, 内部发行, 1985年, 第 194页。



鄂伦春人被逼得走投无路, 1923年爆发了武力事件, 在呼玛尔河一带, 鄂伦春人杀死官员、商人,

抢走钱财、货物、马匹, 举家老小迁入深山老林匿居。时隔半年, 地方政府才逐渐招回。¹

之后, 库玛尔路 8佐又恢复起来, 人口也达到 1600余人。º 但是, 黑河一带山林过度砍伐造成

野生动物资源日益减少, 从事农业生产的鄂伦春人往往因农耕能力不强, 遇到天灾, 很多人便弃农入

山, 这使鄂伦春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1931年,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 在伪满洲国时期, 从 1939年开

始对鄂伦春人采取 /不开化其文化, 持续其原始生活; 不使其归农, 当特殊民族实行隔离0 的反动

政策, » 强迫已经务农的鄂伦春民户丢下耕地, 集中山居, 从事打猎, 围剿抗日联军; 对鄂伦春的猎

获品实行统一收购, 所有猎物只许卖给 /满畜公司 0。1940年日伪政府开始对鄂伦春人的粮食、日用

品实行严格的 /配给制0, 为了控制鄂伦春人, 不分男女每人每天配给 1份到 3份鸦片。在日伪统治

14年中, 鄂伦春地区各种疾病流行, 人们生活极度贫困, 鄂伦春人的生存和延续受到严重威胁。

1945年伪满洲国倒台时, 库玛尔路鄂伦春人口仅剩 877人, ¼ 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

二、民国时期黑河地区鄂伦春人口结构

  清末以来到民国时期, 鄂伦春人经济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受到冲击,

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凡娶妻者, 多半晰居各度 0½ , 游猎地 /每处联居窝铺至多不过三、

五家0¾。仍然以前面选取的库玛尔路鄂伦春档案资料的两组数据中鄂伦春家庭人口的具体资料, 进

一步考察这一地区鄂伦春社会人口的结构。

表 3 库玛尔路鄂伦春 77户人口结构统计表 ( 1916年 9月 13日 ) ¿

旗 镶黄旗 (计 25户 ) 正白旗 (计 16户 ) 镶白旗 (计 18户 ) 正蓝旗 (计 18户 )

户 头佐 10 二佐 15 头佐 5 二佐 11 头佐 10 二佐 8 头佐 9 二佐 9

口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4岁下 5 3 13 10 5 2 11 12 7 5 6 2 4 5 4 4

15- 29岁 6 4 9 6 4 4 6 4 4 7 7 4 6 5 8 7

30- 44岁 3 2 5 6 3 1 4 4 6 2 4 4 2 2 5 5

45- 59岁 0 3 6 6 0 3 0 3 2 2 3 5 6 5 2 1

60岁上 2 2 2 4 2 2 1 0 1 2 1 1 1 1 2

总计 16 14 35 32 14 12 22 23 20 18 21 16 19 18 19 19

  据表 3统计的结果看, 1916年库玛尔路的 77户鄂伦春人家, 共有 318人, 平均每户约 411人, À

其中男性为 166人, 女性为 152人, 女性人口少于男性。然而, 如分为不同的年龄段进行统计, 则会

发现在不同的年龄段上, 并不是均为男性多于女性。 14岁以下人口为 98人, 男孩为 55人, 女孩为

43人; 15岁至 29岁之间的人口为 91人, 其中男性为 50人, 女性为 41人; 30岁至 44岁之间的人口

为 58人, 其中男性为 32人, 女性为 26人; 45岁至 59岁之间的人口为 47人, 其中男性为 19人,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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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 28人; 60岁以上人口为 24人, 其中男性为 10人, 女性为 14人。在前三个年龄段上, 男性人口

的数量高于女性, 如果参照表 1 /子、女0 的人口数字看, 14岁以下男女儿童的比例应差不多, 这

77户的男童数量高于女童应不具普遍性, 只能视为有的家庭男孩多, 有的家庭女孩多的反映。后两

个年龄段则是女性高于男性。
表 4 库玛尔路 54户家庭人口结构统计表 ( 1924年 8月 7日 )

旗 镶黄旗 (计 23户 ) 正白旗 (计 4户 ) 正蓝旗 (计 17户 ) 镶白旗? (计 10户 )

佐
头佐

(瑷珲 )

二佐

(呼玛 )
二佐 (瑷珲 ) 头佐、二佐 (呼玛 ) 漠河县境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4岁下 12 10 4 3 1 2 13 14 3 9

15- 29岁 10 13 6 4 3 2 12 12 6 5

30- 44岁 12 4 5 3 3 1 6 5 5 5

45- 59岁 4 3 0 1 1 2 2 4 4 3

61岁上 1 2 0 0 1 1 1 2 0 1

总计 39 32 15 11 9 8 34 37 18 23

  据表 4统计的结果看, 1924年库玛尔路的 54户鄂伦春人家, 共有 226人, 平均每户约 411人,

略高于前面表 2所体现的该地区鄂伦春每户平均 319人的整体水平。 14岁以下 71人, 男孩为 33人,

女孩为 38人, 应指出的是女孩中有 3人是嫁过来的媳妇。15岁至 29岁之间的人口为 73人, 其中男

性为 37人, 女性为 36人; 30岁至 44岁之间的人口为 49人, 其中男性为 31人, 女性为 18人; 45

岁至 59岁之间的人口为 24人, 其中男性为 11人, 女性为 13人; 61岁以上人口为 9人, 其中男性为

3人, 女性为 6人。同时参照表 2 /子、女 0 的人口数字看, 14岁以下男女儿童的比例差不多 (应不

包括 3位已婚女性 )。15岁至 29岁、 30岁至 44岁两个年龄段上男性高于女性; 但是, 45岁至 59岁、

61岁以上两个年龄段上女性高于男性。

两组数据显示库玛尔路鄂伦春人平均每户为 411 /319人, 但实际上库玛尔路鄂伦春家庭人口数量

差异是很大的, 如 1916年镶黄旗头佐 10户鄂伦春人家中, 1户 8口, 夫妻 2人, 祖父和 2儿 4女,

为三代人家庭; 4户 1口, 其中 2户寡妇 ( 55岁、46岁 )、2户青年男性 ( 25岁、16岁 ); 其余 1户

5口、2户 4口、 1户 3口、1户 2口。 1924年镶黄旗头佐 17户鄂伦春人家中, 佐领音吉善家 12口,

夫妻、母亲、女儿, 二弟、二弟媳、侄子、侄女、三弟、三弟媳, 四弟、五弟, 为三代同居家庭; 领

催礼德家 11口, 夫妻、母亲、 1子、3女; 弟、弟媳; 大妹、二妹, 同样为三代同居家庭。此外, 1

户 8口、2户 5口、 1户 4口、6户 3口、 3户 2口、 2户 1口。3至 5口的家庭中常见中年 ( 44岁以

下 ) 丧妻或丧夫; 一家有 4、 5个子女的, 有 2、 3个子女的, 也有夫妻 30多岁只有 1个年幼 ( 5岁

以下 ) 的孩子, 甚至没有孩子。可见鄂伦春人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其中儿童的死亡率更为突出。

上面两组资料反映的库玛尔路鄂伦春人口结构的特点大致相同, 至少可以总结出 3个特点: 一是

15岁至 44岁之间的人口比例中, 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二是 45岁以后, 女性在人口中的比例明显上

升, 两组数据中女性皆超过了男性。三是鄂伦春人的寿命较短, 0岁至 29岁之间的人口比例最高,

30岁以后人口出现下降趋势, 1924年的资料显示 45岁以后人口锐减, 60岁以上的老人寥寥无几。

这些特点与鄂伦春人的生活环境、生产劳动、风俗习惯密切相关。

鄂伦春社会实行同姓不婚的习俗, 鄂伦春人的姓氏仅有 6种, ¹ 查、关、孟、吴四姓之间不得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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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葛、魏二姓之间不得婚姻, 此两大姓氏集团之间可以互为婚姻。¹ 但前者人户为多数, 后者人户

为少数, 这种习俗则导致有人终身不得婚嫁, 如 5瑷珲县志 6 记载: /鄂民吴姓甚多, 亦有同姓不婚

之例, 闻呼玛一带栖林女子, 有至老不嫁, 因同姓故云。0 这应是鄂伦春人 /至今二百余年, 生齿不

甚繁盛 0º 的原因之一。

鄂伦春人的婚嫁由父母做主, /女子十三、四岁过门, 团养三、四年之后结婚。邀贺于林下, 聚

饮为礼 0»。民国时期鄂伦春人结婚年龄出现更为提前的趋势, 如前面使用的 1924年档案材料中记

载, 年龄最小的已婚男性为 10岁, 女性为 11岁。生育子女对于鄂伦春妇女来说如同过鬼门关, 在民

国鄂伦春档案中多有记载: /妇有生产, 必预置窝铺另居, 不论男女均不得近前。每饭必以桦皮斗装

乘 (盛 ) 食物, 一人用木杆在数步之外挑送。如生小孩, 冬时即用雪, 夏以冷水而净之。弥月后,

如移居, 即用桦皮摇车, 即桦树皮也, 负身后, 乘马驰驱。0¼ /女人多由生育患病而死者不可胜计。

所以户口不易繁盛。0½ 20至 40岁是女性的生育年龄, 女性因生育而亡, 或因生育患妇女病而死的

比例相当高, 这恐怕也是在 15至 40岁这个年龄段, 女性人数明显低于男性的原因所在。

鄂伦春男子素称强悍, 男童到 13岁, 即可持枪行猎, 青壮年身体强健, 打围行猎, 乘马操戈,

远胜于蒙、汉各族。清朝在鄂伦春丁壮中选任披甲, 遇有战事征调其出战, 或以披甲护卫金矿, 维持

地方治安。民国时期承用清朝制度, 同样在黑河地区鄂伦春丁壮中选任披甲, 组编鄂伦春保卫团, 一

是护卫金矿, 二是剿捕沿江山内各处胡匪。 1925年还组织了鄂伦春 /栖林游击队 0 和 /山林游击

队 0, 命其无事于山中围猎, 若遇有事, 则听候调遣。¾ 作战和打猎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尤其是前者,

死伤是难免的。再则, 鄂伦春人长期生活在山林中, 抵抗外界传染病的能力较差, 走出山林与外界接

触的过程中, 有时难免染上传染病 (肺炎、天花、伤寒等 ), 这对鄂伦春青壮年披甲也是致命的伤

害。此外, 由于黑龙江地区冬季漫长而寒冷, 常年在野外狩猎, 为了抵御严寒, 鄂伦春人喜欢饮酒,

/遇酒即醉, 酒后私斗, 事后无忌恨 0¿ , /无论男女视酒如命, 醉则倒卧雪中 0À。如在驻地醉酒尚无

大碍, 但若在行猎中醉酒则有生命之忧。我们在黑河新生乡调查时一位鄂伦春妇女说她的弟弟上山打

猎时, 喝醉酒后, 不慎掉进坑里冻死了, 那年他 23岁。Á 上述种种都是鄂伦春男性在青壮年时期死

亡率较高的原因。1916年库玛尔路鄂伦春人 458户内, 就有寡妇 37户、幼女无父兄者 5户, 有的妇

女 14岁就开始守寡。这反映在鄂伦春家庭人口结构中, 表现为 40岁以上的男性比例大幅度降低。

鄂伦春人儿童 ( 14岁以下 ) 所占比例较高, 但如果按户平均计算, 每户平均约为 113个儿童。

从前面所举的资料看, 鄂伦春妇女生育能力并不低, 但由于生育习俗和不良的卫生习惯导致儿童死亡

率很高。在鄂伦春人口结构中老人数量极少, 在档案中虽然可以看到有几位 82岁、 78岁的老人,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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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以上的老人寥寥无几。从统计资料看 30岁以后人口比例就出现下降趋势, 这与鄂伦春人还没有

掌握多少医药知识有关, 在常年的游猎生活中, 露宿风餐, 素不讲求卫生, 一旦生病, 又不懂用医

药, /专事跳神, 其神有皇姑、仙姑诸名目。凡少妇、处女均可附体, 其迷信有如是者0¹。且不说较

为严重的疾病, 很多人只是因生疥癞就被夺去生命。加上过度饮酒对身体损害较大, 故鄂伦春人长寿

的不多。

上述为 20世纪初到 30年代后期鄂伦春人口结构的状况, 从 1939年伪满政府对鄂伦春人实行

/集中山居0 的隔离政策以后, 鄂伦春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 人口锐减, 推测这个时期鄂伦春的人口

结构更加恶化。

三、新中国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人口的发展与变化

  1945年冬天,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 1947年黑河地区成立了鄂伦春协领公署, 协助鄂伦春发

展经济、文化、卫生事业, 逐步实行鄂伦春社会改革。º 1953年瑷珲县鄂伦春人在刺尔滨河畔定居,

1958年成立瑷珲县新生鄂伦春族乡。

新生村是新生乡的鄂伦春族聚居的村庄。 1953年鄂伦春人走出山林选择在刺尔滨河与索尔奇干

河的汇流处建立新生村定居下来, 这里依山傍水, 距离鄂伦春人打猎的几处山林不远。定居下来的鄂

伦春族仍然以狩猎为主, 但由过去的游猎经济转变为定居的狩猎生产。 1950年代新生乡一带动物资

源还较为丰富, 如在刚定居这年, 鄂伦春猎民在距村子 20余里处猎得一只东北虎。直到 1960年代中

期, 新生乡的人口一直是以鄂伦春族主, 狩猎经济收入始终占各项经济收入之首。 1960年代末, 随

着大批知识青年到新生乡 /上山下乡 0 落户, 政府也开始有计划地使汉族农民迁入新生村, » 开荒种

地, 随着农业人口的大幅增加, 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逐渐取代狩猎业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部门。

鄂伦春族人口由原来占 94%以上 ( 1953年 ) 的多数人口, 转变为仅占 14%左右 ( 1967年 ) 的少数

人口。然而,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 鄂伦春族仍然是以从事狩猎经济为主, 为保证鄂伦春族从事狩

猎经济生产, 1956、1964、1980年政府曾三次为黑河地区鄂伦春族猎人调换枪支, 每次都在 100支

枪以上。¼ 1990年代中后期, 鄂伦春族才开始逐渐转向亦猎亦农的经济生活。 21世纪以来, 国家禁

止打杀野生动物, 但并没有完全禁止新生乡的鄂伦春族进行打猎活动, 现在新生村仍有 14位鄂伦春

族男性以护林员的身份拥有持枪证, 在一定限度下可猎杀野猪等动物。

20世纪 50年代鄂伦春族从具有原始色彩的社会发展阶段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发展阶段, 在

鄂伦春社会转型的这个时期, 鄂伦春人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 1950年代到 2000年保存的新生乡鄂

伦春族人口资料看, 鄂伦春人口的数量变化不大, 1953年鄂伦春族出山定居时, 新生乡有鄂族 157

人; 1963年鄂伦春族定居 10年后, 新生乡有鄂族 139人; 到 2000年人口普查时, 新生乡有鄂族 152

人。鄂伦春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 新生乡鄂伦春族人口则没有明显的变化, 其原因是什

么? 2007年我们到新生乡进行了为期 10天的社会调查, 了解了现代鄂伦春族家庭人口变迁的状况,

结合以往对新生乡鄂伦春族社会调查资料和 5新生鄂伦春族乡志 6 的资料进行研究, 可对鄂伦春族

社会转型过程中人口的发展变化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1950) 1960年代, 新生乡鄂伦春族定居的初期, 并没有很快融入现代社会。尽管人民政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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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嫩江鄂伦春初等小学校长王述曾对边地鄂伦春风俗之调查, 民国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6, 载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民族

研究所编 5档案史料选编: 黑龙江少数民族 6, 内部发行, 1985年, 第 128页。

杨英杰: 5黑龙江边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民族 6, 沈阳: 东北人民出版社, 1952年, 第 35页。

据 5新生鄂伦春族乡志6 记载, 新生乡人口 1953年为 167人, 1964年为 261人, 1967年猛增到 1202人, 新增人口主要是

汉族。

以上内容主要依据王兆明主编 5新生鄂伦春族乡志 6,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



派出医疗小组到鄂伦春族地区进行巡回医疗, 宣传卫生知识, 对一些吸鸦片成瘾的鄂伦春患者进行戒

烟治疗,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 直到 1960年代后期, 鄂伦春人的生活习俗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

化, 加之地处偏远山区, 医疗条件相对滞后及交通不便等因素, 鄂伦春族传染病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

虽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但与其他民族相比仍然较高。如新生村的鄂伦春族妇女吴玉兰 ( 1958年生 )

的哥哥 8个月时患麻疹而夭折, 父亲 20多岁患肺病去世, 弟弟在 23岁时, 在山中打猎因醉酒而冻

死; 母亲改嫁后, 生 2男 1女, 两个弟弟患肺炎而夭折。¹ 吴玉兰的母亲先后生了 4男 2女 6个孩子,

有 3个男孩出生后不久患病而亡; 生父也死于疾病; 弟弟则死于醉酒, 这在鄂伦春族社会也是一个长

期存在的陋习。这个鄂伦春族家庭在当地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 5新生鄂伦春族乡志 6 的记载,

解放初期黑河地区鄂伦春族肺结核发病率为 30% ; 1960年, 该地区鄂伦春族肺结核发病率下降到

1215%, 天花已经灭绝。1996年鄂伦春族肺结核发病率下降到零, 鄂伦春族平均寿命由 1953年的 30

岁提高到 59岁。

新生乡鄂伦春族人口统计数没有明显增长,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 历次统计人口时对于搬家、结婚

迁出的人口, 参军、上学、工作调动、外出工作的人口都不计算在内。随着鄂伦春族文化水平的提

高, 一些鄂伦春人走出新生乡分布到国内各城镇。 1990年代以后, 这成为统计新生乡鄂伦春族人口

数字不见增长的原因之一。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鄂伦春族人口在不断增长, º 而新生乡鄂伦春

族人口数字不见增长的现象。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鄂伦春族家庭人口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下面列举两组可以反映鄂伦春族人

口结构的数据:

表 5 1963年与 2000年新生鄂伦春族乡人口结构统计表

1963年人口调查材料 » 2000年人口普查材料 ( 48户 ) ¼

男 女 小计 比例 男 女 小计 比例

10岁以下 19 11 30 21% 9岁以下 13 11 24 1517%

11- 20岁 14 12 26 19% 10- 19岁 22 18 40 2613%

21- 30岁 17 16 33 24% 20- 29岁 12 22 34 2214%
31- 40岁 8 10 18 13% 30- 39岁 17 8 25 1615%

41- 50岁 7 3 10 7% 40- 49岁 10 8 18 1119%
51- 60岁 6 6 12 9% 50- 59岁 3 5 8 512%

61- 70岁 1 5 6 4% 60- 64岁 1 1 2 113%
71岁以上 3 1 4 3% 65岁以上 0 1 1 017%

总计 75 64 139 100% 总计 78 74 152 100%

  1960年代, 新生乡鄂伦春族还没有完全摆脱疾病的侵害, 人口出生率较高, 但死亡率也相对较

高。如上面所举的吴玉兰家的例子, 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大约是在 1960) 1970年初先后去世的。同

村的鄂伦春族张林义有兄弟姐妹 8人, 他 40岁, 大姐 56岁, ½ 兄弟姐妹先后出生于 50年代和 60年

代。从上面列举的 1963年这组人口数据看, 男性多于女性, 10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总数的 2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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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民族乡村民吴玉兰口述, 程妮娜、钟铮铮、杨景峰采访, 2007年 7月 5日。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 鄂伦春族人口共有 2256人,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鄂伦春族人口共有 8196人。

内蒙古自治区编委会编: 5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 6 第 2集,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 362页。需要说明

的是, 原书在统计表中将 21) 30岁年龄段的男女总数误计算为 23人; 男性人口数为 75人, 女性人口数为 64人, 但总人口数则误算

为 129人, 本次纠正之。

王兆明主编: 5新生鄂伦春族乡志 6,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 120页。需要说明的是, 原书在另外一个统

计表中则载 2000年男性人口为 81人, 女性人口为 71人, 与本表男、女人口统计数字不符; 在文字叙述中总人口数字也有不同之处,

一处为 152人, 一处为 144人。

2007年调查时的年龄。



岁以后人口显著减少。200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则反映, 男性与女性的人口接近, 10岁以下儿童较前

一组明显减少, 占人口总数的 15% , 50岁以后人口呈现明显减少的趋势。这与民国时期鄂伦春人 30

岁以后人口显著减少相比, 延后了 10年、20年。

2007年在新生乡鄂伦春族社会调查时我们发现, 鄂伦春族与外族通婚的现象非常普遍, 大大超

出我们想象的程度。我们这次调查了 33户鄂伦春族家庭, 夫妻都是鄂伦春族的家庭有 6户 ( 4户为

50岁以上, 2户为 45岁以上 ) , 丈夫为鄂伦春族、妻子为汉族的家庭有 15户 ( 50岁以上为 6户 ),

妻子是鄂伦春族、丈夫是汉族的家庭为 9户 ( 63岁的葛长云和 44岁的孟桂秀都是初嫁鄂伦春族, 丈

夫去世后改嫁汉族 ), 丈夫为鄂伦春族、妻子为达斡尔族的家庭有 3户。夫妻均为鄂伦春族的家庭仅

占 18%, 鄂伦春与汉族、达斡尔族通婚的团结户占 82%。¹ 在 45岁以下的鄂伦春族家庭中找不到夫

妻二人都是鄂伦春族的家庭, 50岁以上的 10户中有 6户是团结户。然而, 无论是哪一种鄂伦春族家

庭的子女都是鄂伦春族。

从调查的情况看, 新生乡鄂伦春族的祖、父辈们最晚在 60年前已经与外族通婚了, 如鄂伦春族

张林 ( 59岁 ) 的母亲是鄂族、父亲是满族; 张林义的大姐 ( 56岁 ), 他们的母亲是鄂族、父亲是满

族; 关俊秋 ( 32岁 ) 的姥姥是鄂族、姥爷是满族, 母亲是鄂族、父亲是满族。在 1940年代末到 1950

年代, 与鄂伦春族通婚的主要是满族。1960年代末开始, 越来越多的汉族到新生乡落户, 鄂伦春族

与汉族通婚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如鄂族车玉荣 ( 37岁 ) 的母亲是鄂族、父亲是汉族。鄂族葛长山 60

岁, 妻是汉族 57岁。此后, 鄂族与汉族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现在成为鄂伦春家庭的主要婚姻形

式。鄂伦春族与达斡尔族通婚应比较早, 但这次未对此进行深入调查。从 60年前就有鄂伦春族妇女

嫁到外族, 她们所生的子女仍为鄂伦春族, 这使一些外族的姓氏也成为鄂伦春族的姓氏, 如新生乡鄂

伦春族的张、刘、车等姓氏。鄂伦春族与外族通婚现象的出现, 应与鄂伦春族的习俗对婚姻对象的姓

氏有严格规定有关; 现在, 团结户如此普遍则与各民族杂居密切相关。

国家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包括鄂伦春族过去没有生育限制, 现在也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鄂伦

春族夫妇可以生育 3个子女。在 33户鄂伦春家庭中, 40岁以上夫妻一般有子女 2、 3人, 40岁以下

夫妻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我们在调查中重点考察了鄂伦春族对生育子女的看法, 年轻人普遍认为有一

个孩子最好, 认为现在培养孩子的费用很多, 孩子多会加重生活负担, 年长的人也多赞同子女只要一

个孩。多数人认为男孩、女孩都一样, 个别人认为男孩更好。可见当代新生乡鄂伦春族家庭向往富裕

美好的生活, 他们与城镇汉族家庭的生育观大体相同。

由此可见, 随着大量汉族人口迁移落户新生乡, 鄂伦春族与汉族通婚的现象日益普遍, 改变了鄂

伦春族家庭人口的民族结构。1990年代以来, 包括前面列举的 2000年鄂伦春族人口统计数据, 已经

不能完全反映鄂伦春社会家庭人口结构的真实状况。在新生乡鄂伦春社会中团结户占绝大多数, 团结

户子女的民族成份可以自愿选择。据我们调查的情况看, 27户团结户的子女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为鄂

伦春族。这表明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 在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导下, 鄂伦春民族认同意识健康地发

展, 这符合多民族国家人口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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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当地人称鄂伦春族与外族通婚的家庭为 /团结户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