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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爱斯基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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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梦华 
 
 
       据考证，爱斯基摩人至少有４０００多年历史了。由于气候恶劣，环境严酷，他们基本上是

在死亡线上挣扎，能生存繁衍至今，实在是一大奇迹。他们必须面对长达数月乃至半年的黑夜，

抵御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暴风雪。夏天奔忙于汹涌澎湃的大海之上，冬天挣扎于漂移不定的浮冰

之间，凭一叶轻舟和简单的工具，去和地球上最庞大的庞然大物鲸鱼拼搏，用一根梭标乃至赤手

空拳去和陆地上最凶猛的动物北极熊较量。一旦捕不到猎物，全家人和整个村子，乃至整个部落

就会挨饿，那困难之状就可想而知了。应该说，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爱斯基摩人无疑是最强

悍、最顽强、最勇敢和最为坚忍不拔的民族。当然，他们也是最单纯、最善良、最团结、历史最

为简单的民族。在其他民族经历了无数次的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枪炮齐鸣，血流成河；勾心斗

角，宫廷政变；你争我夺，改朝换代的漫长岁月中，爱斯基摩人却超然于人类社会之外，团结合

作，共同奋斗，去向大自然夺取生存权。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灾难莫过于饥荒，却从不知战争

为何物。 

 
       在过去几千年里，他们虽然生活得自由自在，没有外人来打扰，但其发展变化却也极其缓

慢，直到１６世纪，西方持枪的狩猎者才发现了他们的存在。于是，毛皮商人、捕鲸者、传教士

们接踵而至，本来是冷冷清清的北极，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世界各国的报刊上也频频出现了“爱

斯基摩”这名字。这些外来者带来了两种东西曾对爱斯基摩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金钱，这

引起了爱斯基摩人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二是疾病，曾使爱斯基摩人的数量减少许多。现在，在

树线（由于寒冷的气候条件，再往北就不可能生长树木了，有人把这条线而不是北极圈作为北极

的界限）以北的当地居民总共还不到１０万人，而外来居民却已多达２００万。 

 
       生活在阿拉斯加北坡自治区的爱斯基摩人实在是幸运者，因为这里有美国最大的油田，他们

每年可从石油公司那里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主

要靠打猎为生。有些人即使有了工作，可以有一笔很好的工资收入，但仍然要依靠打猎来解决一

家人的吃饭问题。他们在地上挖一个地窖，便是一个极好的大冰箱，把捕获来的鲸鱼、海豹、海

象和驯鹿之类的肉放在里面，冻得硬邦邦的，饿了随时可以取出来吃。曾有好客的爱斯基摩朋友

拿出生肉来招待我，盛情难却，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并且连声说：“好吃，好吃。”但心

里却直犯嘀咕，总觉得不大舒服。 

 



       今非昔比，爱斯基摩人现在已经相当现代化了。据说，直到１８１８年，格陵兰北部的极地

爱斯基摩人才与外界接触。当西方探险家第一次来到那里的时候，可把他们吓坏了，以为那些大

鼻子蓝眼睛的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怪物，而船上的帆则被认为是怪物乘坐的大鸟的翅膀。然而

现在，伊格鲁（Ｉｇｌｏｏ?熏爱斯基摩人过去居住的圆顶泥屋或冰屋）早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具

有下水道和暖气设备的木板房子；尤米安克（Ｕｍｉａｋ爱斯基摩人过去使用的木架皮舟）已经

进了博物馆，而为水上摩托所代替；狗拉雪橇也很少使用，因为人们大部分都用上了汽车；为了

抵御冬天的严寒，兽皮虽然仍不可少，但外面却罩上了非常漂亮的尼龙布。孩子们可以就地上

学，直到高中毕业。大人们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坐在家里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总之，他们在

几十年的时间里，从相当原始的传统生活一跃而进入了现代文明，其速度之快和变化之大，不能

不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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