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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茂
盛的地方”。

2011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
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进行采访拍
摄。鄂温克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由于所
处自然环境和生产实践方式的差异，鄂温克
族又被分为农业鄂温克人、牧业鄂温克人、
使鹿鄂温克人。17世纪中叶，使鹿鄂温克人
从贝加尔湖流域游猎迁徙至额尔古纳河流
域，并逐渐定居于大兴安岭的密林之中。

使鹿鄂温克人生产生活中透露出的原
始、神秘和独特的文化气息令我动容。此
后十余年间，我数十次前往敖鲁古雅，用
影像记录下这个中国唯一的驯鹿部落。

一

大兴安岭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最低气
温可达零下50摄氏度以下，山林中的积雪
厚度常达 1 米以上。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
境下，使鹿鄂温克人依靠狩猎和饲养驯
鹿，过着自给自足的山林生活。吃兽肉、
穿兽皮，在密林中住着传统的“撮罗子”，
由此，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使鹿鄂温克人用智慧
和双手创造出的驯鹿文化，在寒温带地区
的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
使鹿鄂温克人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观。1965
年，使鹿鄂温克人结束千百年的游牧和狩猎
生产，开始了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

随着现代文明的加速推进，使鹿鄂温克
人的人口数量及其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
化。2003年8月，首批使鹿鄂温克人和他们的
驯鹿从大兴安岭腹地搬迁至位于根河市郊的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新址。然而，驯鹿的生
存对水质和食物有着极其特殊的要求，在山
下无法牧养。使鹿鄂温克人面临着在现代生
活和世代传承的驯鹿文化之间的抉择。

玛利亚·索就是当时留下的人。现年
101 岁的她，被族人称为“最后的酋长”，
在森林里生活了一辈子。对她而言，森林
和驯鹿是她全部的生活和寄托。她说，大

兴安岭山林中只要有部落的老者和驯鹿
在，就会有古老的驯鹿文明存在。2003年
生态移民之后，一小部分使鹿鄂温克人跟
着时年80多岁的玛利亚·索留在了山上。

就这样，老一辈使鹿鄂温克人选择了
使命，带着古老的狩猎文化重返森林，与
驯鹿重逢；而年轻一代则顺应潮流，逐渐
融入现代化的生活中。现今，仍有少数使鹿
鄂温克人伴随驯鹿居住在大兴安岭腹地的
密林中，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也成为中国
迄今唯一饲养驯鹿并保存驯鹿文化的民族。

二

驯鹿是一种生长在严寒地区的动物，
被称为“森林之舟”。在中国，它们主要生
长在大兴安岭西麓阴冷潮湿的地方，以食
原始森林中的一种苔藓为主。为了解决驯
鹿的觅食问题，使鹿鄂温克人必须频繁迁
徙，至今依旧如此。在每年冬季、春季和
春秋交替的季节，他们会沿着一个固定的
线路进行迁徙，常以驯鹿食用的苔藓丰
富、群山环抱、河流分布的地区为选择条
件。如今，这条线路上分布着七八个“猎
民点”，是使鹿鄂温克人迁徙时的住所。

森林里的驯鹿自由无拘束，有时会跑
到很远觅食，几天才会回家。也有迷路
的、甚至被猎套困住的，需要跋山涉水把
它们找回来。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路况
极差且无通讯信号，再加上天气因素，找
鹿并不是件容易事，但不论环境多么恶
劣，使鹿鄂温克人也会去寻找。

驯鹿是使鹿鄂温克人信仰世界及祭祀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生产活动
中的主要依靠和收入来源。达瓦是这里的
养殖大户，夫妻俩饲养了近 200 头驯鹿。
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森林中，和驯鹿
在一起，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作为一个“外来者”，要想融入于一个
民族的日常生活，我意识到彼此必须要建
立足够的信任，从语言翻译到带路探寻，我
获得了当地很多朋友的支持，这其中就有何
协。在为使鹿鄂温克人拍摄人物肖像时，何

协常常为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年 56 岁的何协是玛利亚·索的儿

子。何协十分勤劳能干，在猎民中是领头
人物。他与母亲一样对森林和驯鹿饱含深
情。空闲时，他常拿起随身携带的口琴为
我们吹奏一曲曲动人的旋律。曾经，猎枪
和口琴是何协的两个宝贝，放下猎枪后，
口琴就再也没有离开他的身边。我虽听不
懂他们的语言，但从他的口琴声中能清晰
地感受出他的情绪。“那些为了驯鹿的生
存，毅然重返山林的父辈们，让我很难忘
也很感动。”何协曾对我说。

三

在早期记录使鹿鄂温克人的影像中，
人们可以看到使鹿鄂温克人狩猎使用的猎
枪、野鹿哨和桦树皮船等。尽管它们都已
尘封在历史中，但透过影像来了解民族文
化，直观、准确又具体，能为后人提供非
常好的历史记载和学术研究资料。使鹿鄂
温克人在千百年来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狩
猎文化、萨满教文化等极具独特性，是我
国民族文化的璀璨瑰宝。

于我而言，多年前的一次探访，让我
有了用影像媒介留下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
想法和机会。借助大画幅相机和古典湿版
工艺，我拍摄了最具代表性的 34 位使鹿鄂
温克人的肖像，记录了使鹿鄂温克人独特的

文化和生活传统。我希望这一影像创作能为
今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研究以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截至2021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
共有鄂温克族316人，使鹿部落211人，饲
养驯鹿1200余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
也成为人们了解使鹿鄂温克人的一扇窗
口，部分居住于此的鄂温克人发展起民族
旅游，以另一种形式传播和延续民族文化。

2021年，我又一次来到敖鲁古雅，这次，
仍是大画幅黑白肖像，不过主角是“新时代
的使鹿鄂温克人”。从原始森林到现代生活，
从历史到当代，我想用大画幅肖像呈现使鹿
鄂温克人半个世纪的内心变化。

生于1950年的玛尼是敖鲁古雅鄂温克
民族乡最早的民族干部之一，她的儿子舍
禄卡于 1981 年生于民族乡，从小成绩优
异，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江苏苏州一家跨国
企业，任职高级管理人员。在工作的同
时，舍禄卡也会与母亲玛尼共同开展敖鲁
古雅鄂温克语基本词汇的收集等保护工作。

像舍禄卡一样的年轻人还有许多。不
同于老一辈使鹿鄂温克人，这些新生代的
使鹿鄂温克人虽不再与驯鹿和森林为伴，
但是他们身上仍然延续着使鹿鄂温克人的
文化血脉。

（本文图片摄于2013年至2021年，拍
摄地点为内蒙古大兴安岭）

上图：2018 年 7 月，使鹿鄂温克人古
革军在密林中找寻走散的驯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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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朋友说，陈炉
古镇古风最浓。于是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
子，我们驱车前往。

古 镇 在 陕 西 耀
州 ， 要 走 一 大 段 山
路。二十几公里的山
路因为绕上绕下，大
约走了半个钟头。这
一路一层层、一圈圈
呈螺旋状向上，才绕
过 一 层 金 黄 的 油 菜
花，又看到一层绿油
油的麦田，与田垄边
裸露的黄土相映，清
晰地勾勒出一幅山乡
水墨画。路旁粉色的山
桃花，或不知名的山野
花散发着朴素的美。

一处转弯，便进
入陈炉古镇。下车可
见 一 条 小 小 的 商 业
街，有青瓷器店，有
小吃部，还有几家杂
货店。店家大多是老
年人，要么专注自己
手中的瓷器，要么笑
眯眯等着落座吃饭的客人，无不悠闲惬意。

沿街道上行。街道约有2米宽，缓缓向上颇
有曲径通幽的意味。脚下的小径铺着一层层沿
坡而上的黛青色瓦片，瓦片间还夹杂着颜色不
一、上过釉面的瓷器残片。这样的路面却出奇
的平整。街道两旁的屋舍由青色砖块砌成，院
墙就活泼很多，红砖青瓦堆砌成各种各样的图
案，有动物、有花卉，也有诸如“福”“平安”
等汉字造型，没有上釉的和着上过釉的，交织
在一起，好看极了。也有一些人家的院墙是用
瓦罐做成的。瞧，左手这家除了排列整齐的赭
红色瓦罐之外，墙的顶部用一排蓝幽幽的青瓷
双耳花瓶做装饰，还有的干脆用代表耀州窑的
青瓷茶壶做装饰，十分别致。这些普通的房
子，说是建筑物，倒不如说是艺术品，古朴中
透着艺术气息，自然中流露着雅致。

整座古镇依山而建，所以每家每户的地基
错落有致。你家的屋顶正好在我家院落的出
口，我家的屋顶又在别家的院落入口。当我们
发现这个秘密后，不再是偷偷瞅上一眼，而是
大大方方地瞧个究竟。这里的院落非常干净，
入户门正对正房，两边各有院房，四四方方的
一个院子围在中间，形成特有的四合院。最初
不大明白，渐渐才看出名堂。原来他们每一户
都是依山而建的窑洞，因为整整齐齐一层一层
地向上，就好似一个大而密的蜂房，结实、紧
凑。我们的到来，丝毫没有影响屋主们，院子
里闭目养神的老翁，家门口拉家常的老妪，怡
然自乐，愈发显得古镇安详、宁静。

古镇平均海拔大约 1200 米，因“陶炉陈
列”而得名，烧造历史可追溯至1400年前的北
周时期，历经唐、宋、明、清，连绵不断。陈
炉古镇曾是宋代最著名的六窑之一，也是北方
青瓷的代表。这里曾经千年灼灼不息，形成

“庐山不夜”的辉煌盛景。现在，陈炉依然有很
多人家以烧制瓷器为业，而青瓷正是陈炉瓷器
的特色。

返回的路上，发现了几座清代民居，一色
的青灰色，门楼不高，可是门楼顶上精细的砖
雕和木雕，虽风风雨雨几百年，依然散发着浓
郁的美，在湛蓝的天空下尤为庄重。虽夹杂在
现代建筑之间，不但不突兀，反而更显秀丽、
淡雅。

归途中，回望陈炉古镇，仿佛一幅色彩厚
重的油画。那依山而建的民居，那曲折通幽的
瓷径，那瓦瓮瓷罐垒成的墙壁，那千年古瓷文
化，以及古朴自然的民风，无不蕴含着悠悠古
韵。走进它，每一颗心都会被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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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省平湖市的林
埭镇，可谓名副其实的“棒
球小镇”。小镇拥有浙江省
目前唯一符合国际标准的青
少年棒球基地，自 2019 年
以来，共承办了6场长三角
区域、3场全国性青少年棒
球赛及本土赛等 15 项棒球
赛事，共接待来自全国各地
的棒球参赛队伍近 200 支，
参 赛 运 动 员 及 陪 同 家 长
7000 余人，吸引全球最大
的青少年棒球俱乐部贝比鲁
斯棒球联盟中国总部落户，
被授予“中国少年棒球队
U10训练基地”。

林埭棒球基地距平湖主
城区仅 15 分钟车程，设有
入口景观区、练习准备区、
比赛球场区、滨水休憩区、
棒球文化展示区等多个功能
区，目前已成为平湖——南
投青少年棒球交流训练基
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乡村振兴现场教学点和社会
实践基地，并荣获“浙江省
运动休闲旅游优秀项目”。

近年来，林埭镇围绕棒
球基地建设，重点打造“水
韵晒浜”和“果香俞家浜”

两大美丽村落，着力提升乡
村旅游接待能力。通过棒球
基地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并
与村民增收紧密联系。结合
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打
造郊野乡园景区，走上了一
条“农业+体育+旅游”的
发展道路。

在发展棒球产业的同
时，林埭镇积极与本土企业
合作，设计制作棒球服、棒
球帽、棒球包等棒球周边产
品。委托动漫设计公司设计

棒球场 logo 和吉祥物“茏
茏”，并制作文创产品。以
棒球场带动棒球运动，以
棒球运动推广文创产品，
实现棒球产业的纵向发展。

此外，林埭镇还通过进
一步整合资源，打造棒球主
题民宿和农家乐等业态，吸
引游客，让 31 户低收入家
庭真正成为“股东”，切实
提高村民经济收入。

下图：青少年运动员在
林埭棒球基地练习棒球。

小棒球带火浙江林埭小棒球带火浙江林埭
凌一波凌一波文文//图图

“酒杯未觉浮蚁滑，茶鼎已作苍蝇鸣。
归时共须落日尽，亦嫌持盖仆屡更。”北宋
诗人黄庭坚在四川宜宾的诗作吸引了我，
宜宾素有“酒都”之称，山谷道人饮酒不
用愁，但是茶又如何而来？带着这个疑
问，我们开启了在宜宾的寻茶之旅。

听闻乌蒙有好茶，循着丝路古驿，前
往位于乌蒙山北麓，素有“乌蒙西下三千
里，僰道南来第一城”的高县。一路驱
车，路途山清水秀，众峰衔翠，时有云雾
缭绕，偶有几处人家。

行于高县大雁岭乡村振兴示范区，清
新的茶香扑鼻而来，成片的茶树绵延山
岭，惹绿了山头。茶芽探出枝头，茶农们
穿梭在茶园里，十指翻飞，娴熟地将鲜嫩
茶芽采入竹篓。

“今年气温偏低，茶叶生长慢一点，但
价格比往年高嘞，总体收益稳定。”看着茶
树枝头的万千新芽，茶农笑眯眯对我说道。

驻足碧波荡漾的大雁岭雁鸣湖，眼前
就像铺开了想象中的“西湖”，山与水、水
与泥、泥与树构成了一幅优美画卷，茶香
袭来，沁人心脾。

春茶贵如金，采茶宜趁时。茶农告诉
我，采茶亦有讲究，高县以“优”和“早”
为优势特色，每年2月初开采，当地有歌谣道

“二月采茶茶发芽，哥哟莫想就吃它。等到三
月清明后，妹儿上坡来送茶……”

在高县，漫山遍野种满茶树，茶歌贯
穿采茶人的日常。每到茶叶采摘季，漫步
于乡村的茶山茶园，总能听到茶农们自编
自唱的采茶歌，他们寄情于茶，喻茶感事，让
人透过歌声，感受到他们的怡然自乐。

川茶历史悠久，西汉蜀人司马相如、
扬雄的文辞中有许多关于茶的描述，饮茶
那时已在巴蜀一带肇兴，殆及两宋，川茶
成为贡品茶，需求刺激着四川开发地力，
同时也带动了更多蜀人以种茶就业，并在

川南地区形成一条特色的贸易路线——茶
马古道。高县作为茶马古道重要的驿站，
处于北纬 30 度附近，环境优美，土壤肥
沃，属乌蒙山茶叶主产区域，主要生产早
春绿茶和优质红茶，是著名出口红茶——

“川红”的故乡。
2021 年，高县印发了 《高县支持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政策》， 从种植、加
工、销售等各方面给予完备的政策支撑，
重点做好茶叶基地建设、加工能力提升、
销售平台搭建、经营主体培育和品牌创建
工作。目前，全县现有茶园33万亩，种植
面积位居四川第二，已建成8个茶叶万亩亿
元示范区，5个茶叶现代农业园区，培育茶
企 108 家，茶叶专业合作社 46 个，产干茶

2.88 万吨，综合产值突破 73 亿元，茶农人
均茶叶收入1.4万元，实现了生态美、产业
兴、农民富。

“我们以举行早茶节为契机，以茶为
媒、以茶会友，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进
一步发展茶产业、弘扬茶文化、壮大茶经
济。”高县县委书记黄修国表示，高县始终
坚持把茶产业作为带动群众增收、促进共
同富裕的主导产业。下一步，高县将着力
把开市的长江源国际茶贸城打造成西南地
区最大的茶业综合交易市场，并进一步培
养壮大茶叶生产加工企业，提升茶产品向
精深加工、高附加值、多元化方向发展。

上图：宜宾高县蕉村镇青云社区的茶
农们忙采茶。 高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宜宾寻茶宜宾寻茶
胡 健

从左往右依次为：2018年7月，使鹿鄂温克人索宾在用“鹿哨”召唤鹿群；2021年3月，使鹿鄂温克人玛尼与女儿敖娜一家在大兴安岭腹地找寻牧养的驯鹿；2019年10月，使鹿鄂
温克人觉乐在密林中为驯鹿喂食豆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