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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哲族研究寻求进一步突破 
东北民族文化是学术“富矿” 

2013年05月20日 13: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0日第452期  作者：本报记者 曾江 郝欣  浏览： 次 我要

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核心提示】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黑龙江及其支流松花江、乌苏里

江沿岸。赫哲族在黑龙江流域历史悠久，渔猎生产方式独特，文化独具特色。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黑龙江及其支流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赫哲族在黑

龙江流域历史悠久，渔猎生产方式独特，文化独具特色。 

  5月中上旬，本报记者实地走访了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八岔赫哲族乡，佳木斯市敖其镇敖其

赫哲族村，以及抚远县等地。结合实地考察，记者就赫哲族文化传承现状、国内外研究热点和趋势采访了相关

学者。 

  生产方式变化带来文化变迁  

  街津口是最为典型的赫哲族聚居地之一，这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文化变迁等具有代表性，是学者关

注的重点。 

  记者到街津口时正值黑龙江开江不久，由于下游冰排阻塞，江水在大平原上纵横铺陈，水面宽阔，水势浩

大。江岸为完达山余脉，低山起伏，林木较为繁茂。赫哲族传统上就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捕鱼打猎、繁衍生

息。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赫哲人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由此面临着剧烈的文化变迁。 

  在街津口的一家渔猎人家饭店，店主尤星夫妇正在打理房屋，而房屋的外立面在政府资助下已经做了统一

修葺。尤星一家见证了赫哲族近六七十年来的文化发展历程。尤星向记者介绍说，他的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就

参军、入党，是赫哲族的第一个乡长、第一个国家干部，还是赫哲族史诗《伊玛堪》的传承人，他的女儿尤阔

丽现在担任导游，向游客介绍赫哲族的民族历史文化。 

  三江口是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处，江水浩浩荡荡，一望无际，在这里建有中国赫哲族博物馆，通过历史文

献资料、民族传统用品、考古发掘材料展示了赫哲族迁徙御敌、捕鱼狩猎、萨满信仰等方面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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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在街津口的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赫哲族研究分会常务副会长尤利军告诉记者，由于赫哲族的生产方

式已经发生了改变，相应的民族文化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扶持民族社会发展和文化保护传

承。赫哲族文化具有特殊性，已经成为佳木斯市乃至黑龙江省的一个文化名片。 

  “我们注重活态传承，除博物馆外，由政府支持每年举办乌日贡大会，这是赫哲族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

也是展示赫哲族文化的平台。只有通过活态传承，即便几十年后，当人们来这里旅游观光，学者来这里田野调

查，除了参观博物馆，仍然能看到活生生的赫哲族文化。”尤利军说。 

  史诗《伊玛堪》保护研究成热点 

  从我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凌纯声先生1930年到松花江下游进行田野调查开始，我国赫哲族研究已经走过

了80多年的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进展。 

  通过请教有关学者和查阅相关论著，记者注意到当前的赫哲族研究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注重观察和分析赫哲族由于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文化变迁。这方面的观察和研究论著相对较多。北

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于长江认为，赫哲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生存发展”和“保存文化”的两

难，只有调整发展思路，才能找到既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又保持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 

  第二，赫哲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特别是史诗《伊玛堪》研究是当前赫哲族研究的热点。黑龙江省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丛坤告诉记者，赫哲族《伊玛堪》与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

《玛纳斯》等都是我国著名的英雄史诗，《伊玛堪》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2011年，

“赫哲族《伊玛堪》说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起国际文化界、

学术界的关注。2011年底，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黑龙江《伊玛堪》研究中心”。2012年6月，首届

《伊玛堪》学术研讨会举行，将有关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推进了一大步。 

  第三，跨界民族研究逐渐深入。“跨界民族”或者“跨境民族”是我国民族研究的一个热点。记者查阅了

近年来与赫哲族及《伊玛堪》研究直接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刘厚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徐

万邦分别指导博士生进行了关于跨界民族赫哲族和俄罗斯那乃族文化变迁比较研究，推进了国内学界对这一领

域的认识。 

  赫哲族研究成为国际性研究课题 

  在此次实地考察和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赫哲族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资料等方面都需国内学

术界深入讨论，同时加强国际交流，以寻求进一步的学术突破。 

  研究方法上，北京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家王铭铭教授对傅斯年、李济、凌纯声等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

领域重要学者的学术背景、学术传统、研究方法进行了有启发性的分析比较。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祁庆富等学者

对凌纯声的赫哲族研究进行了专题研究。凌纯声对松花江地区的田野调查是第一次采取现代学术方法对赫哲族

这一当时可以说是全新的学术领域进行的研究，至今仍有许多值得总结、反思、比较的内容，尤其在方法论上

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者而言有反思和借鉴的必要。 

  研究视野上，赫哲族研究已逐渐成为国际性研究课题，并不断走向深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侯儒是一位赫哲族研究学者，她向记者介绍了她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课题“黑龙江流域及松花江流域赫哲族调

查”。该课题由日、俄、中三国学者联合进行，是一个跨学科的国际联合研究课题，涉及文化人类学、环境考

古学、环境人类学、民族学、文学等多个学科。截至2013年上半年，第一期工作已经完成，有关研究成果将陆

续发布，第二期研究工作也将展开。 

  研究资料上，需要更广泛全面地获取研究资料，特别是获取俄罗斯等国学者的田野调查资料和研究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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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东北地区注意到，如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将在2013年陆续推出或者整

理周边国家考古发掘报告、田野人类学调查等资料，而赫哲族相关的国外研究资料虽然有编目式的介绍，但是

翻译过来并进入汉语学术语境的还不多，还有很多重要的田野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没有翻译过来。 

  采访中多位学者都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包括赫哲族研究在内的黑龙江流域民族

文化研究这一领域，日本、俄罗斯等国学者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学者的前面。而在国内学术界，与我国

西北、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研究相比，东北民族文化研究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学术“富矿”，需要更多的学者进入

这一领域，且需要更多的学术资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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