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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综 述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民族，有 13 万多人，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

区、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我国大陆的 32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都有达斡尔族分布。

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从清代以来就一直受到历史研究者们的关

注，提出了多种关于达斡尔族族源的观点。其中得到较多论述并占主

导地位的观点，是契丹后裔说。

在 17 世纪中叶以前，达斡尔族的先民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以北流

域，是那里最早的开发者之一。17 世纪中叶在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

中，达斡尔族人民英勇顽强、浴血战斗，谱写了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

篇章。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达斡尔族陆续从黑龙江北岸南迁到嫩江流

域，形成了嫩江沿岸和诺敏河、讷谟尔河流域的主要聚居地域。在清

朝时期又被征派往墨尔根 ( 嫩江) 、呼伦贝尔、呼兰、瑷珲、新疆伊犁

等地，驻守边疆，开发建设，这些地区也成为达斡尔族的聚居地方。

从清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 300 多年间，达斡尔族在保卫祖国北部边疆、

反抗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压迫中，在参加民族民主革命、

解放战争中，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达斡尔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达斡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1



分为布特哈方言、齐齐哈尔方言、海拉尔方言和新疆方言四种方言，

各方言之间可以通话交流。达斡尔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达斡尔语在

狩猎、渔业、畜牧业、农业、烟草业以及野生植物方面的词汇，更为

详细。千百年来，达斡尔语联结、维系了达斡尔族人民的思想感情、

生产生活和历史文化，说达斡尔语成为达斡尔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

情。达斡尔族在清代主要使用满文，20 世纪以后使用汉文、蒙古文，

新疆地区的达斡尔族也使用哈萨克文。

由于居住生活在大山草原和江河流域，达斡尔人充分利用依山傍

水的自然条件，不仅从事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

还从事以获得奶、肉、役畜为目的的定居畜牧业，从事各种野生皮毛、

肉类的狩猎业，从事改善饮食生活的渔业、采集业，并且从事以商业

交换为目的的运输业、烧炭业、大轱辘车制造业，形成了综合利用自

然资源，各业相互促进，适于对外交换的比较优化的产业结构。这是

达斡尔族传统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在 17 世纪，达斡尔族的社会组织以 “哈拉” ( 氏族) 和 “莫昆”

( 氏族分支) 为基本的结构。哈拉有各自的名称，有一定的聚居区域。

每个哈拉有几个莫昆组成，以 “莫昆”为单位建村屯，同一哈拉的村

屯相邻而居。哈拉、莫昆具有实行氏族外婚制、管理内部事务、编修

家谱、祭祀等职责，以习惯法和舆论调节和维护人们的社会关系。

达斡尔族选择依山林、傍江河、靠草场的地势较高的地方营建村

落。因为靠近江河便于人畜饮水和捕鱼、割柳条，靠近江河，村子的

附近可有很宽阔的牧场，便于放牧。达斡尔人还认为傍水居住不得克

山病，有益于健康。嫩江中上游地区达斡尔族村子，还建在靠近山林

的地方，以利于伐木拉柴，狩猎采集。在清朝同治年间编的 《黑龙江

通省舆图总册》中，所提到的达斡尔族村子，都有在村周围有牧场和

耕地的记载，反映了达斡尔族村落选址的特点。达斡尔族村落占地比

2



综 述

较宽阔，各家的住房东西成趟，每座住房的左右、前后相隔很大距离，

中间开辟有园田、院落。村中以东西为干线形成纵横的车马道路，通

向村外。达斡尔族的住房以二至三间房为多，两间房东屋开门，西屋

为起居室，三间房中屋开门，东、西房间为起居室。起居室内设三面

大炕，外间设灶和烘干粮食的烘炕。院内建有仓房、畜圈，在住房的

东、西和北面是十亩左右的园田。达斡尔人的村落、宅院的设置规整

有序，呈现出和谐兴旺的景象。

达斡尔族的饮食文化是在从事多种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着品

味多样、主副食搭配、注重原味的特色。在达斡尔族饮食中既保留有

古老的烹饪野生菜果、兽禽肉、鱼类的采集渔猎特色的饮食习俗，又

具有以米面为主，肉乳蔬菜为副的农牧特色的饮食习俗。这在我国各

民族当中，是很有独特风味的。

用狍子皮制作衣袍是达斡尔人的古老民俗。狍子皮具有耐磨的优

点，达斡尔人用狍子皮制作不同季节穿的长袍、皮衣、手套、长筒靴

子、套腿等，也使用其他兽皮、羊皮制作服装。达斡尔族妇女的衣袍

用布料制作，男人的内衣裤和夏季衣服用布制作，男人的布衣袍以蓝、

灰色为多，妇女的衣袍有蓝、绿、红等多种颜色。妇女的长袍比较宽

松，除襟以外不开衩，穿时不扎腰带。比较讲究的长袍，沿领子、开

襟、下摆，都缝有镶边。用绸缎做的长袍，还要内衬白布里子。男人

穿长袍时扎腰带。束腰后，把腰带的两个头掖在腰后，露出约 20 厘米

长的头，自然垂在身后。扎腰带起到保暖和利落的作用。扎腰带后，

在上面也佩挂烟荷包、刀具。

达斡尔族有着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学。民间文学把人们在生产劳动

中所迸发、积累的认识、观念、愿望，以歌谣、神话、传说故事、“乌

春” ( 叙事诗) 、谚语、谜语等形式表达出来。近代形成了劳动、士兵

“乌春” ( 叙事诗) 、长篇 “乌春”《少郎和岱夫》、大力士 “布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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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等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达斡尔族文学最初是以诗歌的形式出

现的。达斡尔族文人采用传统 “乌春”的形式进行创作，开创了达斡

尔族作家文学的历史。1851 年，敖拉·昌兴 ( 1809 ～ 1885 年) 奉命巡

察中俄边境，创作了著名的 《巡察额尔古纳、格尔必齐河》的爱国主

义诗篇。目前，根据民间保存的材料，已经整理出敖拉·昌兴的诗作

70 篇左右。钦同普 ( 1880 ～ 1938 年) 用满文拼写创作了 《捕鱼歌》、

《伐木歌》等多篇达斡尔族诗歌。其他作者还有玛莫格奇创作了 《赴甘

珠尔庙会》和 《在齐齐哈尔城看戏》诗歌等。

给孩子哺乳 ( 剪纸) ( 毅松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指引下，达斡尔

族的文学事业走上了发展繁荣的道路，涌现出许多作家、文学评论家、

诗人、词作家、剧作家等文学作者。这些文学作者立足于本民族生活

和文化的土壤，积极开拓文学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创作了反映达斡

尔族生活的文学作品。也有的

以其他民族生活为题材创作文

学作品。他们用汉、蒙文和达

斡尔语创作了数以百计的小

说、电影剧本、诗歌、歌词、

散文、文学评论等，展现了达

斡尔族作家文学在当代的兴旺

局面。

达斡尔族民间有绘画、剪

纸、雕刻、刺绣等民间艺术，

应用在服装、器皿、摇篮、烟

袋锅等上面，装点和美化生

活。用 桦 树 皮 制 作 盒、桶、

碗、箱，在上面绘画、雕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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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案，是很有特色的艺术作品。传统歌舞音乐艺术内涵丰富，具有粗犷、

古朴、秀丽的风格。新中国成立以后，达斡尔族的传统艺术得到了发

展，创作了许多表现达斡尔族生活的歌曲、舞蹈、美术、摄影、电影、

电视剧等多样的艺术作品，也涌现出以音乐家通福、书画家耶拉、民

间歌唱家何德志等为代表的达斡尔族艺术家。

达斡尔族是热爱体育的民族，有着多种多样的民间体育游戏方式。

在祭祀斡包、节日之际都要举办射箭、赛马、摔跤、打曲棍球等活动，

平时举办扳棍、颈力、寻棒、游泳、鹿棋、陀螺等体育游戏。这些体

育活动，器材简单、场地随意、娱乐性强，比体力、赛技艺、争荣誉，

在达斡尔族广为开展，是达斡尔人欢聚娱乐和强身健体的途径。在达

斡尔族体育事业的发展中，令人瞩目、颇有影响的项目是曲棍球。

1989 年 3 月，国家体委正式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 以下简称莫

旗) 命名为 “曲棍球之乡”。

达斡尔族历来重视教育。从 20 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涌现出许

多热心尽力兴办教育，让民族后辈上学读书的有识之士和教育家，培

养了许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重视下，教育事

业不断发展。达斡尔族受中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都有

了增长。

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达斡尔族人口为 47 975 人; 1964

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增加到 63 394 人;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

查时94 126人;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 121 463 人; 2000 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 132 394 人，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 131

992 人，比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121 463 人增长了

10 529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达斡尔族获得了新生，成为我国各民族大家庭

中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和共同繁荣的一个成员，在达斡尔族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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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先后成立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

尔族区和 11 个达斡尔民族乡 ( 镇) 。自治旗、民族区和民族乡的成立，

保障了达斡尔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在党的民族政策正确指引下，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达斡尔族发扬勤劳智慧和开

拓进取的精神，在经济、教育、文化各项事业中取得很大成就，人民

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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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族源与历史

第一节 寻觅如烟的族源

一、话说 “达斡尔”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民族。

明末清初，达斡尔族居住在黑龙江以北的上中游流域以及精奇里

江、牛满河流域。达斡尔族各村落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以 “哈

拉” ( 父系氏族) 集中在邻近村落定居，各哈拉之间也是相邻而居。从

事农牧各业，狩猎业仍然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以狩猎产品和农作物

与内地及附近民族进行商品交换。达斡尔族就是在这个时期较为突出

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史籍中有了较多的记载。原因是，达斡尔人

与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及之后的清朝政权由开始的朝贡，到被

征服统治，有了密切的关系。还有就是达斡尔人从 1643 年开始英勇反

抗沙俄侵略，在近半个世纪里谱写了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篇章。

自明末清初直到清代的史籍中对于 “达斡尔”记载，由于音译标

音不同，曾有打虎儿、达瑚尔、达瑚里、达古尔、达虎里、达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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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乌里、达乌尔等多种写法。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书写为 “达呼尔”。

1956 年以后统一写为现在使用的 “达斡尔”。“达斡尔”这个族称，是

达斡尔人的自称。对于这个称谓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学者认

为 “达斡尔”源自契丹族 “大贺”氏的名称，是由于达斡尔人曾居住

洮儿河流域而得名的。这个说法与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的说法是一致

的。此外，学者们也提出 “达斡尔”是 “原址、原住地”的意思，是

“耕种者”的意思，是 “本土兀惹”的意思，是 “大夏”等说法。

二、拨开云雾中的族源

尽管 “达斡尔”这个称呼在明末清初才较多地记载于史籍，但是，

在此很久以前，达斡尔族就已经生息繁衍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了。

达斡尔族是一个具有久远历史文化的民族。

达斡尔族民间传说，达斡尔族是猎人与仙女的后代。传说过去有

一个老太太和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哥俩靠一只猎鹰、一条猎狗和一匹

神马打猎为生。有一天哥俩外出打猎的时候，来了两位仙女帮助老太

太干家务，干完活儿后两位仙女就驾羽衣上天而去。哥俩知道了之后，

待仙女们再次来帮老太太干活时，就把仙女的羽衣藏了起来，使仙女

无法返回天庭，并想方设法感动了仙女，分别与仙女成了亲。他们的

后代就是达斡尔人。

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达斡尔族还有别的传说。对此，从清代至

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达斡尔族族源的观点，有

契丹、蒙古分支、室韦、东胡、大夏等说法。其中得到较多论述的观

点是契丹后裔说。

从清代起，许多文献史料，就有着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记载。比

如，在 《黑龙江志稿》中写道: “达呼尔……契丹贵族，辽亡徙黑龙江

北境。”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达斡尔族族源的探索得到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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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族源与历史

历史学家陈述曾撰写 《试论达斡尔的族源问题》① 的论文，比较详细

地论述了契丹后裔说的观点。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 《达斡尔族简史》

论述了这个观点，认为，契丹后裔说的论据比较全面和充足，具有切

合达斡尔族各方面史实的说服力。此外，还有一些论著论述了契丹后

裔说。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唐朝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

各部，于 916 年称皇帝，947 年立国号为大辽。1125 年，辽被女真人

消灭后，以库烈儿为首的一部分契丹人北迁大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

库烈儿的后代投附成吉思汗，并以族众组成军队参加了蒙古征金、宋

的战役。这一史实与达斡尔族关于祖先的传说相吻合。达斡尔族传说，

辽亡时，有一小部分人由西剌木伦、喀剌木伦逃到黑龙江、精奇里江、

西勒克尔、格尔必齐、鄂嫩河等流域，以游牧打猎并种荞麦、燕麦为

生。又传说达斡尔人的祖先率部南征。

达斡尔族学者孟定恭在 1931 年出版的 《布特哈志略》一书中，记

录了达斡尔族民间流行的一首古谣: “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

原野兮，吾之养牧场。”这里提到的边壕东端起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境内，当时修筑和看守这一金代边壕边堡的，主要是契丹族人民。

泰州原野，辽代曾是契丹二十部族的放牧场。② 所以，这首古谣也反映

了达斡尔族与契丹族的渊源关系。达斡尔语把金代边壕边堡称为 “乌

尔阔”，这一名称只在达斡尔语中保留着，这是与达斡尔族和金代边壕

边堡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

从一些史籍中，也可以发现与达斡尔语词汇相同相近的契丹语词

汇。据 《辽史》载: “‘曷术’，铁也。”在北方各民族中，现在只有达

斡尔族仍然把铁叫 “卡索” ( 或 “哈索”) 。这两种发音是相同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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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 试论达斡尔的族源问题 . 民族研究，1959 ( 8 ) .
《达斡尔族简史》编写组 . 达斡尔族简史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 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