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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E'’言

李国军

吕 志

<扎兰屯民族宗教志>经过几年的编修即将出版，这着实

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扎兰屯市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

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滋润外，关键还在于全

市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奋发努力。通过编修一部专志，将我

市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轨迹如实地记录下来，对于增进民族团

结与进步，对于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都有深远的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扎兰屯市是一个由22个民族组成的地区，基本形成了

“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态势。但追根溯源，这一富饶美丽地

区的拓荒者，还是少数民族兄弟。几百年来，各少数民族在这

片热土上，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具有一定特点

的民族文明，为后来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全

市各项建设事业中的成就，无一不是各少数民族兄弟无私奉

献与汗水浇铸的结果。可以说，在扎兰屯市的各民族之间，已

经建立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深厚情谊。从这一角度来讲，编

修扎兰屯市民族宗教志，其意义不仅仅是记录民族文化，更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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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交融。这对于各民族

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对于建设和发展我市的各项事业，都是不

无裨益的。

作为志书，其内容只是对过去的记载与借鉴。作为扎兰

屯的主人，我们更主要的是着眼于未来，让过去的辉煌成为未

来腾飞的动力。我们坚信，有全市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扎

兰屯市的明天必定更加绚丽多彩。

2

一九九五年八月

(李国军，中共扎兰屯市委书记；吕志，扎兰屯市市长。)



凡 例 ．

一、<扎兰屯民族宗教志>为小编平列体。按反映扎兰屯

市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轨迹和宗教存续兴衰的主要方面设

章，章之下以内容繁简酌情设节、目。

二、全书以述、记、传、目、表、录等形式为载体，以志为主，

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

三、全书以记述扎兰屯境内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与

各项宗教事业的原貌与发展情况为主，尽力追溯相关事项的

发端，详今略古；下限止于1991年末，特殊节、目顺延到1992

年。
。

四、全书时间记载一律采用公元纪年，1912年1月之前

的时间夹注历史纪年年号。政区、地区及机关名称一般采用

当时名称，对容易产生混淆的地名夹注现地名。扎兰屯地区

一般泛指现扎兰屯市全境。

五、“民族文化”一章中所列选的作品为国家正式传播媒

介发表(展出、演出)的作品，入选作品以发表时间为序。

六、本书为在本市(旗)有重大贡献或特殊影响的少数民

族人士立传，选介部分少数民族先进人物的事迹。入传和选

介者排列分别以生年先后与获得荣誉称号的时间为序。

七、本书数字用法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 3



扎兰屯民族宗教志

定>为准。计量单位一般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八、本书资料主要来源于有关文献和有关部门的提供。

所用资料经考证无误即予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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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一

．
● ．

，

。 扎兰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南端，横

卧大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交连处，地理坐标为东经120。28
7

5l”～123。17 730”，北纬47。5’40”～48。36 734”，东以音河为界，

与阿荣旗为邻，东南及南以金界壕为界与黑龙江省甘南、龙江

二县及兴安盟扎赉特旗接壤，西及西北以哈玛尔山和莫克河

为界与兴安盟科尔沁右旗前旗及鄂温克族自治旗相连，北以

阿木牛河为界与牙克石市毗邻。市境东西距210公里，南北

距160公里，全市总面积16926．3平方公里，土地总面积

2538．9万亩。，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市总人口为

417，851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56，802人，占全市总人口

的13．5％。
’

‘

在距今7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扎兰屯地区的雅鲁河、绰

尔河流域即有人类活动，清朝初年之后，先后为布特哈总管，

布特哈副都统、西路布特哈总管等衙门节制。清末之前，山高

林密、溪流纵横、禽珍兽异的现扎兰屯市境为历代北方少数民

族栖息、游猎的理想之地。1886年清政府废除北满封禁政策

后，特别是1901年中东铁路筑通后，汉族人口大批涌入，使扎

兰屯地区人口渐增，农工商各业初露端倪。1926年，黑龙江

省在扎兰屯设置设治局，1929年设治局改升为县，定名雅鲁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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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归黑龙江省管辖。1932年日本侵略者侵占扎兰屯地区

后，废雅鲁县建制，设布特哈旗。1983年lO月10日，经国务

院批准，布特哈旗改建制为扎兰屯市(县级市)。

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和蒙古等少数民族是扎兰屯市经

济、文化和社会诸项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清朝初年之后，

移居荒无人烟的扎兰屯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居民以各自特有的 一

生产方式，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在高山密林中不

屈不挠地创造着一方热土的文明，为本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末之前，扎兰屯地区仅有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少

数民族居民，这些少数民族居民多来自黑龙江右岸地区。他

们迁徙到扎兰屯地区后，逐水而居，以狩猎为生，并形成部落，

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生息繁衍着。在清末之前的二、三百年

中，扎兰屯地区的深山密林中仅有少数民族猎民的几个部落，

人迹极为稀少。本世纪初叶之后，随着中东铁路的营运，扎兰

屯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开始起步，各民族的人口大量涌入，使少

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日渐降低，但从绝对数量来

讲，少数民族人口却在不断增多，民族成份也日趋多样化。新
2

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少数民族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的实施，全

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一直呈稳定上升趋势。
‘

在这之前，扎兰屯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以其特有的勤劳

与智慧征服与改造自然，创造着生存条件，但生活步履蹒跚，

在漫长的岁月里，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

漠不关心。甚至施以愚民政策，各少数民族只能以原始落后的

生产方式维持生存，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直到1949年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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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聚居在阿木牛河流域的鄂伦春族部落还维系着原始社会

生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的生

产生活，从物资、技术、人才、政策诸方面予以特殊的关怀和照

顾。在努力扶持猎业这一少数民族传统产业的基础上，针对

猎来资源日渐萎缩的现实情况，有计划、有目标的帮助、引导

少数民族居民开辟新的产业，实现多种经营，从而使各少数民

族居民逐步走上致富之路。始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猎民村创

办了集体农场，鄂伦春民族乡猎民村创办了木器加工厂，村民

们在猎业淡季从事工农业生产，冬季来I临再背上猎枪进入森

林，从而使猎民们的收入成倍增加。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各

级政府十分注意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的产业优势。如将朝鲜族

集中到雅鲁河沿岸大面积开发水田种植水稻，并投资进行农

田水利建设，成吉思汗红光灌区渠首工程的建设，为该地区朝

鲜族居民开发利用水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本市的蒙古

族与达斡尔族居民擅长养殖业，各级政府部门便从良种、技

术、资金、政策等方面大力帮助，全力投入，使这些地区的畜牧

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达斡尔族人有饲养奶牛的传统，市政府

．便不断的扩建乳品厂，保证鲜奶及时收运，促进了达斡尔民族

乡奶牛业的发展，到80年代后期，这个乡家家户户养奶牛，开

辟出一条勤劳致富的门路。一 ·，’

，

，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扎兰屯地区的少数民族创造了独

具特色、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扎兰屯市的蒙古、鄂伦春、鄂

温克、达斡尔、朝鲜等少数民族以能歌善舞著称，擅长精巧细

腻的工艺制作，无论足民歌、舞蹈、民问故事、史诗还是工艺美

术，无不体现出搏击大自然、向往美好生活的火热激情，渗透

着浓烈的大森林气息。解放后，扎兰屯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实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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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空前的交流与融合，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

和整理，取得了显著成绩，1992年，中央电视台对萨马街鄂温

克族乡挖掘、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专题报

道。 。

·

本世纪30年代之前，扎兰屯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女没有接

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条件，生产技术、礼仪风俗、道德艺术等知

识技术只能由长辈言传身教，代代相袭，或者通过民族文化艺

术的熏陶领悟。30年代初，民族教育者金耀洲来扎兰屯后，

致力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萨马街、齐齐哈尔乡和

扎兰屯镇等地的民族学校。解放后，洛级政府部门大力发展
民族教育事业，从师资、经费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投资，为少数

民族子女接受正规化教育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到80年代之

后，各少数民族子女普遍接受了正规化学校教育，使少数民族

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如成吉思汗红光村的朝鲜族

居民中，平均每两户就有一名大学生或中专学生。

’扎兰屯地区的世居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因此解放前鄂温

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居民中盛行萨满教。他们对萨满的崇拜

与虔诚渗透在生产、生活的多方面，无论生老病死，消灾避祸，‘

惟萨满是从。随着本市大规模的开发和各族人口的涌入，佛

教：道教、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相继传入，寺庙教

堂纷纷建立。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信教

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

政策逐步得以落实，各合法宗教组织按照“三自”方针相继恢复

活动，公民的宗教信仰得到了保障。

扎兰屯地区的少数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在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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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前长期的争取民族自由平等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少

数民族的优秀儿女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特别

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民族地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扎兰

屯地区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

坚决同国民党反动的渗透势力作顽强斗争，使扎兰屯地区的政

权牢牢的掌握在人民手中，并很快实现了民主和平过渡，使之

成为人民解放战争重要的后方根据地之一。艰苦卓绝的革命

斗争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少数民族革命力量，_批又一批少数

民族有志者迅速成长。新中国成立前后，布哈特旗中共党组织

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少数民族干部，这些人很快成

为各条战线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的中坚力量。培

养和造就少数民族干部是各级党委与政府的中心任务之一，为

此，市(旗)委十分注意从少数民族中选拔优秀分子干部，并委

以重任，从而使一大批少数民族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在各条战

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90年j各少数民族干部数占全市干

部总数的g．5％，在市级领导干部中，少数民族占45％。
7

扎兰屯市的各项事业在蓬勃发展，扎兰屯市的各族人民

在开放搞活的浪潮中奋力拼搏。扎兰屯市的每一个进步、每

一项业绩都雄辩地证明，在祖国的大家庭中，民族团结是祖国

繁荣昌盛的重要保证，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已被世人

所公认。

改革开放给扎兰屯带来勃勃生机，摆在各族人民面前的

困难还很多，抓住机遇，稳定发展又是我们各族人民的既定目

标，只要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彻底摆脱贫困、走向共同繁荣富

裕道路已不是昔日的梦想，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正在各族人

民的面前延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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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民族事务管理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

事务管理机构

’

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清政府在布特哈地区设总

管，专辖各少数民族打牲部落。总管统辖旗，旗下设佐，扎兰

屯地区为其辖境。1727年(清雍正五年)，扎兰屯地区由镶

红、正蓝二旗驻防，并派索伦扎兰章京驻守扎兰屯管理二旗旗1

务。
。’

·

．

1916年3月，黑龙江省在济沁河流域设立“安蒙事务所”

并组建“安蒙游击队”。1922年，“安蒙事务所”移驻扎兰屯。

“安蒙游击队”由组建时的10人扩编到20人，主要负责对本

地区少数民族的保境安民事务。 、

．

1926年2月，黑龙江省在扎兰屯地区设置雅鲁设治局，

民族、宗教事务一并由设治局负责。1929年1月，雅鲁设治

局改为雅鲁县，民族、宗教事务由其统管。

1932年6月，伪满洲国撤销雅鲁县制，1933年5月成立

伪布特哈旗，民族、宗教事务由伪民政科(股)负责。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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