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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和抢救，追忆村史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祖辈没留下可考证和了解村

史的文字记载。 ．

巴依额热爱勒(今巴彦街村)从清朝到至今有着不可磨

灭的光辉历程，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前赴后继，奋

斗不息；曾做出了不朽的功勋。鄂温克族是一个有自己的语

言，但没有文字的民族。为此千百年来积累悠久历史，生存

经验，敖拉氏族长，迁徙经历等久远历史。以及本衬的鄂温

克族搬迁到此地；l：lilg名来意的真实情况，既无一字依据。至

今连知情的老人也很少在世。编写村史有一定的难度。仅仅

凭借一代又一代的口头述说，民问说法，回忆而往下留传下

来的历史和敝事，是令人遗憾的，岁月在无情的流失，历史

的轨道越之永远，这无记载的历史更加失落、失传。

编写村史的立意是抢救，了解，保留巴依额热爱勒的历

史概貌，以及鄂温克族祖祖辈辈生存经历、生产方式、生活

习俗、文化传统、发展前程等诸多问题，这是我多年来愿望

的主题。

我是从,,J-,iil曷甘河水长大的，这依山傍水富饶美丽的山村

养育了我，使我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成长。从十几岁开始

在外地上学参加工作已四十余载，多年来我心中常常涌上来

～个心愿，就是要为家乡作点什么，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思

索已久，就以编写村史来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吧。开始信心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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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几年前杜柳山曾向我提议让我编写村史之事，后来把这

个想法和乌兰哈斯，萨金寿商量，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经多次采访知情的敖文祥老人，放金山、阿尔塔尼、杜柳

山、敖照荣、敖菊花，敖孝美、敖亮福，村党支部书记郭德

永j村长翼蕊青，会汁孜吉永等，他们提洪了宝贵的资料，在

此基础．L参号+行关资料进行整理编写，这本村史基本上反映

了巴依额热爱勘的概况，使它具有参考、了解、继续历史资

料的价值，这对茂无甏是个莫大的欣慰，就算是对家乡表达

了一点心意；i巴!祝愿我的家乡在建设发展进程中继往开来，

承前启后，把里奎街变成为哩加繁荣昌盛，富饶美丽的家

园。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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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依额热爱勒(巴彦街村)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巴彦鄂温克民族乡的一个鄂温克族村之一，是个依山傍水的

山村。位于约东经124。一125。，北纬49。15--49。40之间，地

处大兴安岭中段的南坡，座落在浑园逶迤的丘陵山地和蜿延

的甘河下游西岸。在巴彦鄂温克民族乡所在地满都胡浅村西

八华里处。北与扎儒木台乡为界，南以萨玛依热爱勒(今萨

玛街)接壤，东靠甘河与甘河以东的满都胡浅村隔河相望，

西与甘河农场毗邻。全村总面积为210平方公里，占巴彦鄂温

克民族乡总面积的19．5％。南北长处约有130平方公里，东

西宽为80平方公里，全村113户，总人口504人，鄂温克族人

口145人。 ．

、

3



第一部分地理自然

(一)地理概貌

巴依额热爱勒是山水相依水草丰美的村庄。有着土质肥

沃的黑土良田，周围有连绵起伏的山岭和丘陵，有大小河流

和湖泊、沼泽、泡塘。气候四季分明，从三月份开始冰雪融

化，大地回春，春暖花开。一到夏季受是山河争艳、草木葱

绿、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到处都是迷人的景色。秋天，天

高气爽，到处足五彩缤纷，山果成熟、万紫千红的景象。等

到冬季天寒地冻、冰海雪原，山河都在白皑皑的银装中素

裹，。展现出壮丽宜人的北国风光o

全村周围丘陵连绵，高低起伏。甘河东岸一般乎川多，

西岸一般是丘陵和山崖。村东甘河西岸原渡口有哈得(山崖)，

村东南有敖包山，靠甘河是悬崖峭壁，敖包山从东南环绕，

村南有“红怒目乌勒’’(黑t11)，西南有“宝斯乌乌勒”，两

山中间有“阿勒”(平川)，村西是“垛"(沼泽草原地区)，

北边是起伏的山丘，有得日斯克山，卡布楚山，北部道路上

有。馍额卡热矽(危险的山道)，还有“奠约坤"(危险的山
涧)。全村山丘地最高海拔约四百米，占全村总面积的30％左

右。

在连绵起伏的丛山丘陵和平川之问，有着大小河流，溪

水，湖泊和沼泽。这些河流日夜奔腾不息。本村最大的河流

是甘河，从村东边由北向东南直泻而下，犹如昂首飞腾的巨

龙，气势雄劲壮观。它发源于大兴安岭东侧沃违其山麓，河

4



长493公里，流域面积19714平方公里，河道平均比降0．81100。

呈西北一～东南流向，子嫩江镇西南5公里处汇入嫩江。该河

水流急，在深水处有璇涡，因长期受流沙冲击，河道不断的

改变，村东原渡i=I往下移动，村东边额勒恩(小河叉)被冲

击消失。村北几里处有巴热格列河，卡布塔那河，雅楞萨勒布

热河套(--叉河)、村南是唯鲁乌奇河(柳条丛)，这些河流

清澈，河底全是河卵石。村西南有“斡日特闹热"(长湖{自)、

“西额闹热"(大湖)，将军泡。还有不同的河叉“斡罗I坤

阿阳"(干早的河叉)、“铁勒布卡阿阳"(周围什么也没

有)、“得额热额勒恩"(上叉支流河)、“达日额勒恩’’

(下叉支流河)，有沼泽和泡塘等。这些河流湖泊碧波荡

漾，养育着各种鱼类。把全村装点的更是绚丽多姿、风光优

美，为这偏远山村增添了别致的色彩。

(=)自然条件

巴依额热爱勒地处中温，}{；：北端，接近寒温带。由于亚移H

大陆高低气压季节性变化和西伯利亚各种气候移动能韪响，

自然形成了中温带大陆性的气候，一般最高温度：达28。～30。，

最低温度一36。一一38。左右，平均气温2℃上下。全年无霜

期110天至120K之间，秋霜始-／二9月中旬，从11月中旬开始

河流封冻到第二年的5月初解冻。从5月到8)j份的平均日照

气温来看，春早多风、夏热短促、秋凉多雨、冬寒漫长。总

的来看气温较低，湿度较大j全年的积雪日长达1 60天以上。

尤其冬季，山丘，田野、江河、道路都被积雪覆盖。特别足

在刮大风时，雪花纷飞，自皑皑一望无际。全年降雨量为400

毫米左右，7—8月份基本上为雨季，有时连阴雨引起河水泛

滥，甚至淹没农田以及冲毁道路，造成自然灾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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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资源

巴依额热爱勒山秀水美，风光美丽、景色宜人，而且土

质肥沃、草木丰茂。因此，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村境内是连

绵起伏的群山租臣陵及大小不同的河流、湖泊格外纷丽妖
娆，特翻是有孕育而生的奇花异草和土特产品。各种飞禽走

兽更是6’雎艾攀，有珍稀动物和价短昂贵的药用髓物。

村用。习’盘llI匠和。Ll岭_卜长管不司树种，主要是次生林占

绝对优势，树种译纯、幼种林多，大多数是柞木、椴木，山

杨、自桦、黑伴、榆树、柳甜、博力克子等数十种树。在春

暖花开时，草术吐绿，大地脱下银装变成绿色海洋。天然的

果树也开花争艳，开自花的稠李子泔、山丁子树、山里红、

红绵果树、歼攻鬼色花灼铷衣果，开小黄花的灯龙果、山坡

上有榛予、杏，lLj楂树。草丛中长的草莓、都柿等组成了天

然的果树圃。这些次生林衣j果树形成山村资源，直接经济效

益不大，舭形成r良性农业生态，净化空气，保持水土、防

风固河、是繁衍野生动植物灼天然基地，也是提供基本生活

能源和建材的宝库。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方面

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村境内也有丰茂的草场，到处是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各种孳类敬其丰富，村两、南平地肇场，低山丘陵、IjJ间平

地都足#甸，有秧草、尖草，紫花苜蓿、大叶樟，小叶樟等‘

多种优良牧草，还有觐说草，荟烧草，成为天然的草场。

存这J“闳的山丘和誊甸巾生长着多种经济价值较高盘。野

生植物，其中有饲料植物、油料植物、药用植物、食用植

物，都别具一格，有举不胜数的土特产品。

食月j遗物主要宵猴头蘑，桦树蘑、花脸蘑，白蘑、榛蘑

6



黑木耳，黄花、玫瑰、柳蒿芽，野韭菜、野葱、山艽莱，萨

里红、蕨菜、猫爪等数十种。
。 1

。。

药用植物有黄芩、甘草、桔梗，柴胡，自芍、党参、红

花、防风、贝母、龙胆草、香草、五味子，大黄芪、小黄芪

蒲公英、针竹蘑，狼毒、知母、白嘉等百十种中草药。

在茂密山林中栖息着很多飞禽走兽。有狍子、猞猁、野猪、

狐狸，水獭、獾子、松鼠、黄鼠、猁猬、野兔，狼、豪克子，

山狸子等走兽，飞禽有天鹅、雕、鹰，飞龙，鸳鸯，野鸡，

乌鸡，沙半鸡、野鸭，冗鹰、猫头鹰、丹顶鹤、鸵鸟，老

布、鸿雁、苍鹭、啄木鸟、布谷鸟，喜鹊、乌鸦、仙鹤以及

各种小鸟等。

在甘河、小河、湖泊里有各种鱼类，有草根，细鳞、鲫

鱼、哲里、鲤鱼、亚鲁、鲶鱼、狗鱼、·泥鳅、山鲶鱼，甲

鱼：成拉等几十种鱼。这些飞禽走兽和鱼类中有许多珍贵的

动物，也有不少是佳席菜肴中不可缺少的名菜。

总之，巴依额热爱勒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好地方，土地肥

沃，气候中温，水草丰美。从事农，林、牧、副、渔多种经

营、都有着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发展前景。
‘

第二部分历 史

(一)历史沿革 ，

．

十七世纪五十年，居住在黑龙江上中游以北的鄂温克部

落，受到沙俄侵略战火的严重破坏，使居住在那里的鄂温克

部落陷入在战火之中，处于分散和迁徙的状态。清顺治到康熙

年问，清统治者陆续将鄂温克族迁至大兴安岭嫩江沿岸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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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流甘河，诺敏河、讷奠尔河、阿荣河，雅鲁河、济沁河等流

域居住。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鄂温克族awuIⅡ(又名

eIU)氏族，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口下方的awttkaan(又名c；rltt

dan)河至oI dokun河之问的地区。awtthaan的词根足aa,vu，

awaIu的In是鄂温克词复数词尾，alwaIu意为“aWukaan河

的人们"。由此可知，awuIU氏族名称因awukaan河而得

名。awuIu又eI u因cmudaan河而得名。awuItt氏族现用汉姓

“敖，，。鄂温克族由黑龙江上游迁徙下来时，敖拉氏和萨玛

依热氏的鄂温克族在这片地域辽阔，山清水秀，渺无人烟的

的地方一甘河下游西岸落户。据民间说法放氏和萨氏屉连舅

亲，敖氏是姐夫，萨氏是内弟，他们在迁徒时，敖氏乘坐

的车到此地“巴日额尔吉(马颈上的皮鞅子)坏了，就地住

宿，做饭时拿水桶到河边打水，桶中游动许多(扎日热奠)

小柳根鱼，认为此处是好地方，就在这里安家立业。这个村

叫巴依额热爱勒，民间说法这个地法叫巴依额爱扣沃热而叫

巴依热爱勒，还有说法敖氏很富有(巴音)因而起了巴依额

热爱勒，说法不一，究竞村名怎么起的不祥。前面走的萨氏

走到巴依额热爱勒前八里路程的地方等敖氏还不过来，也在

那儿定居，这就是最早的巴依额热爱勒和萨玛依热两个鄂温

克村屯。现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敖拉氏在此定居的共4

个莫昆(家族)，敖拉氏穆拉热莫昆住村北街、乌鲁格其莫

昆住南街，敖拉氏斡罗坤莫昆住在村东北，敖拉氏迪恩文莫

昆住在村上坡o 1918年，黑龙江省德都县索罗斡热村杜拉尔

氏索罗斡热莫昆的鄂温克族因德都一带土匪经常骚扰袭击呆

不下去，移迁到巴依给热爱勒村西二里处安家，有敖氏连

亲。伪满时期和敖氏有连亲的鄂嫩氏(鄂)，郭布罗(郭)、吴

力斯(吴)、梁姓等达斡尔族陆续迁来巴依额热爱勒居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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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从无人到有人，从二十几户人家逐渐发

展。成了数十户人家的村屯。鄂温克人和达斡尔人长期在这

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以狩猎、种地、放摊维持生

活。在旧社会，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与封建势力孵残酷压
迫和剥削，民族岐视，尤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践踏。这里的

鄂温克人和达斡尔人处在贫穷落后、民不聊生、水深火热之

中，挣扎在饥寒交迫，疾病交加的生活边缘。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封建王朝，打败了帝国

主义侵略者，解放了全中国受苦的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敞

主人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和关

怀下，1957年底鄂温克族被国家承认为统一的民族，1958年

lo月1日成立了奠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公社，

鄂温克人和其他兄弟氏族一样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全村人民

逐步摆脱了贫困落后的状态，村里鄂温克和达斡尔族人民和

睦相处，情J司手足，团结互助，民主平等的共同建设着新的

家园。

(二)村建置

从清朝年间，十七世纪五十年由黑龙江流域搬辽来的敖

拉氏和萨玛依热氏在这里定居生活，隶属布特哈总管衙门管

辖。1691年以后仍被布特哈总管衙门管辖，1894年(光诸20

年)布特哈总管衙门裁撤三总管，改置副都统辖八旗制，敖

拉氏是镶黄旗。以嫩江为界，戈Ⅱ分为东布特哈和西布特哈，

东布特哈总管衙门仍设在博尔多(今讷河)，西布特哈总管

衙门设在嫩江西岸后宜卧其村辖嫩江阻西，火兴安岭以东地

区，巴依额热和萨玛依热爱勒又受辖于后宜卧其总管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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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15年(民国四年)在后宜卧其屯增设了布西设治局。

设治局成立后在巴依额热爱勒建设了山货店，征税所，警察

所等机构，i931年撤销，1925年(民国14年)粕阿致治脂管

理的四布特哈总管公署分别建立了总管公署确没治局，设治

局迁至布西(今尼尔基镇)。当时，巴依颁热和萨玛依热爱

勒在地方行政上受布西设治局的领导，有关村民事务则由西

布特哈总管衙门簿理。

在民西初期，巴依额热爱动来了韩巴头的汉人，开小铺

子，他的生意很兴隆，据说他在村里时帮助解决一些事宜。

收木材，要设采木公司，粑巴依额热爱勒发展为林业基地，

成为一个小城滇。所以这时巴依额热和萨玛依热爱勒称为巴

彦街和萨玛衡。在铸满初期韩巴头去齐齐哈尔傲木材生意。

1933年{=U，日伪当局撤销西布特哈总管衙门，同时在额

尔河(今额尔河乡)设置了巴彦旗。同年在巴彦街成立了巴

彦努图克，所在地就在巴彦街，当时甘河两岸的各村屯都归

巴彦努图克管辖，巴彦努图克划归巴彦旗o

1945年9月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予1946年6月份在额尔河重新组建了巴彦旗，巴彦努

图克也归巴彦旗管辖。甘河西岸的巴彦街，萨玛街、傅家窝

棚(今兴农村)，在1910年从吉林搬来几十户近百人的满族

和汉族农民，离巴彦街村西九公里处建傅家窝棚村。1938年

以开拓民的名义移民到巴彦街村西的蒙古族树巴音河，巴音

华、博音图、张家屯，达家电，达斡尔族村提古拉和村北40堤处

扎儒木台村，都属巴彦努图克管辖，后来地方病蔓廷成灾，不

少树家破人亡。所以几个蒙古族村和提古拉村都搬迁到外地，

一部分搬到附近村里。

1947年至1948年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在进行土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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