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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传统服饰研究
  ◎ 夏磊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９）

  作者简介：夏磊（１９８３—），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本科，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民族文化、文博政策。

  摘 要：鄂伦春族服装主要以毛皮为材料，尤以狍皮服饰居多。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他们长期从事狩猎，野兽
是他们的衣食之源；另一方面，大小兴安岭处于寒温带，冬季非常寒冷，毛皮服饰保暖性能强，能够有效抵御寒冷空气的

侵袭，因此深受鄂伦春族人民的喜爱。清朝以后，随着布匹的传入，鄂伦春族开始穿布衣。麻、布、丝绸材质与兽皮相结

合的服饰日益增多，滚边、刺绣等工艺运用更加纯熟、普遍，色彩愈加丰富，鄂伦春传统服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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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是人类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鄂伦春族人
民充分利用自然生态资源，创造出适应自然环境的传统

服饰，展现了高超的生存智慧与生存艺术。文化融合是

一个交互的过程，鄂伦春族服饰以特有的材质、独特的款

式、丰富的图案和色彩，携带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基因，融

入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之中，促进了鄂伦春族服饰文化由

自体传承、自体发展向共同传承、共同发展的转化，丰富

了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体系，凝聚成共有的精神追求和

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

一、鄂伦春族服饰的实用功能与传统缝制技艺

鄂伦春族族源属东胡系，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南北沿

岸、大小兴安岭的广袤地区，创造了延续至今的狩猎文

化。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鄂伦春人创造了极富民族特

色的兽皮服饰文化。兽皮服装不仅耐磨而且御寒，很适

合鄂伦春族的渔猎生活和北方寒冷的气候。鄂伦春族的

服饰以袍式为主，主要取材于狍皮、鹿皮和犴皮，其中以

狍皮最多。２０世纪中期，鄂伦春族结束了狩猎生活，实现
了下山定居。今天的鄂伦春人，其日常生活服饰已经基

本被汉化，但在自己的节日里，他们会穿起自己的民族服

饰，展示鄂伦春民族服饰的艺术魅力，以此方式保护和传

承自己民族的服饰文化［１］。

衣是避寒遮体的重要生活元素之一。鄂伦春族服饰

的材质体现了服饰的实用功能，通常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环

境因素。在黑土地的滋养和哺育下，鄂伦春族服饰文化显

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和意蕴。鄂伦春族服饰文化的形成

与寒冷的气候、独特的生态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息息相

关，更与鄂伦春族的文化积淀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鄂伦春族男式狍皮

长袍。皮袍，鄂伦春语叫作“苏恩”，分为男式皮袍（“尼

罗苏恩”）和女式皮袍（“阿西苏恩”）。这两件男士狍皮

长袍的样式均为镶猞猁皮立领、大襟右衽，长袍下摆前后

正中开衩，衣襟边、衣底边、袖口使用同色狍皮镶边。鄂

伦春族男女长袍都采用开衩的方式，主要区别就是男式

长袍为前后开衩，女式长袍是两侧开衩。开衩更便于骑

马、奔跑、狩猎等活动。开衩处装饰有“羊角纹”“鹿角

纹”“云卷形”等朴素大方的图案（见图１），既美观大方，
又起到固定和防止撕裂的作用。

图１ 男式长袍上的开衩图案

不同季节的狍皮，可以制作成不同种类的服装。这

两件狍皮长袍，其中一件就是冬季长袍（见图２），是用秋
冬两季捕获的狍皮制成的。秋冬季节的狍皮毛长而密，

皮厚结实，防寒力强，长袍的领口有飘带可以系紧防风。

另外一件是夏季狍子的皮制成的，鄂伦春人将这种红色

的毛质稀疏短小的狍皮称为“红杠子”，主要在夏、春、秋

三个季节穿用。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收藏的鄂伦春族犴皮靴，鄂伦

春语称为“温得”，底长２８厘米、宽１２厘米、高４２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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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征集于呼玛县白银纳乡。犴皮男靴是用砸软的犴
皮做靴底，将鞣制好的犴腿皮拼缝成靴面和靴，靴底和靴

口以犴皮包边，既结实又保暖防滑。犴腿皮较其他部位

的毛皮更加耐磨，因此多被用于缝制皮靴，毛色的差异形

成天然的花纹。一般会在鞋里面配穿狍皮袜或絮上乌拉

草，因鞋靴高过膝，鄂伦春人冬季穿上它不易灌雪。

图２ 冬季狍皮长袍

鄂伦春族的犴皮制作技艺是鄂伦春民族在特定的自

然地理条件下产生的独特的狩猎文化的表现形式。这双

犴皮靴采用传统缝制技艺缝制而成，反映了鄂伦春族的

服饰特征，为研究鄂伦春族的服饰文化提供了实物依据。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收藏的鄂伦春族狍首帽是猎民

冬季狩猎时佩戴的狍头皮帽，又称兽首帽，鄂伦春语称为

“灭塔汉”，帽径２７厘米、高２５厘米。狍头皮帽是用完整
的狍脑袋皮缝制而成，制作时将狍头皮完整地剥下来后

撑开、晒干，用水润湿后，将青皮油脂刮干净，鞣软后在头

皮下部两侧缝两只假耳朵，眼圈处用剪贴的方法补贴上

黑皮子作假眼。帽檐处接一圈皮子，作为帽耳，热时帽耳

卷起，冷时放下帽耳捂住耳朵。帽子下半部以鹿角纹作

为装饰，造型生动，美观大方，既保暖又别致。

狍皮兽首帽是鄂伦春族传统服饰，既美观、保暖又具

有伪装作用，是鄂伦春族服饰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最

具代表性的服饰之一，彰显了鄂伦春族古老的狍皮制作

工艺以及高超的狩猎技术。

二、鄂伦春族毛皮服饰的制作和加工

鄂伦春族的毛皮服饰均出自妇女之手，一般是母亲

给孩子做，妻子给丈夫做，嫂子给未婚的小叔子做，姑娘

能做活以后自己做，公公、婆婆的衣服有时由儿媳做。这

是长期以来鄂伦春族形成的自然分工。

鄂伦春族毛皮服饰的制作工序较复杂，将兽皮从野

兽身上剥下来后，第一步是对皮子做鞣制处理。鄂伦春

族的鞣皮工具主要有四种，一是毛丹，是一种带有锯齿的

弧形工具，长２尺多，弧内镶有铁锯片，用以刮剥兽皮上
的毛和污垢；二是“乌”，是在一根长约３０厘米的木棒上
安装一个铁圈，圈外带刃，用它刮掉兽毛和污垢；三是“贺

得勒”，是一种不带锯齿的弧形工具，形状同毛丹一样，在

呈弧形的木柄弧内安装一个带刃的铁片；四是“塔拉克

文”，是一把木铡刀，形状如同旧时农村铡草的铡刀，全系

木制，铡刀上刻成锯齿状，用它轧软皮子。这四种工具各

有不同的用途，“毛丹”和“乌”是用来刮的，将皮板上面

的血丝和肉以及污垢刮掉；“贺得勒”是用来鞣的，刮干净

皮子后，用它反复鞣，使皮张变软，富有弹力；“塔拉克文”

是用来轧的，当鞣制鹿、犴等大兽皮时先用它来轧软。除

此之外，木锤（鄂语“忙尺”）也是鞣皮工具之一，锤头是

一块直径２０多厘米、长３３厘米的木头。其用途是砸软
皮子。鞣不同的皮张采用不同的方法，使用不同的工具，

鞣狍、猞猁、水獭、狐狸等皮子时使用“毛丹”和“贺得

勒”，鞣鹿、犴等大皮张时则要使用“乌”“贺得勒”“塔拉

克文”。鞣皮子分发酵、刮、鞣、抻拉四个步骤。

鞣好皮子之后就可以根据需要裁剪，皮袍需裁成６
大块，即上背、后襟、前胸、前襟、左袖、右袖；皮袄需裁成５
块，即后襟、前左襟、前右襟、左袖和右袖。缝制时，右手

食指戴顶针，拇指和中指拿针，针尖朝里缝，缝的速度很

快。鄂伦春族使用的缝纫线主要是狍、鹿、犴筋制成的

线，即将筋晾干，用木锤砸出纤维后，合成两股即成了非

常纤细的线。用狍、鹿、犴筋缝制的衣服非常结实，直到

穿坏也不会绽线。早年鄂伦春族使用骨针缝纫，清朝以

后使用铁针［２］。

三、鄂伦春族服饰承载着特有的文化特征

鄂伦春族的地域环境、生产方式、风俗文化、宗教信

仰、审美情趣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传统服饰之中。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鄂伦春族服饰造型艺术通过与其他

民族交流、互鉴，其特有的审美习惯和传统文化内涵也在

不断地发展、演变。其中，服饰的色彩、纹饰以及深层的

情感内涵作为体现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的部分，是服饰

文化与民族习俗、民族传统、民族意识相互交织、相互渗

透、相互聚积的综合反映，蕴含着鄂伦春族高超的创造力

以及对美的本原的精神追求。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收藏的鄂伦春族男子腰间佩饰

（见图３），顶部呈如意形，中段为带状，底部呈钟形。在
黑色底布上补绣鹿角纹和花草纹图案，中间锁绣几何纹

图案，双面绣花，边缘用彩色绳线锁绣，如意头下垂四条

铁链，连接三枚铜币。

鄂伦春人腰间佩饰一般在腰带两侧各挂一件，下垂

过膝。腰间佩饰、烟荷包、香包上刺绣不同的图案样式和

花色，并搭配小饰件。鄂伦春族刺绣风格古朴典雅、庄重

含蓄，图案错落有致，色彩协调明快，极具地域特征和民

族特色。

纹样是由点、线、面组成的花纹和图形，服饰纹样的

组织形式又可以分为单独纹样、连续纹样、综合纹样等，

形成千变万化的视觉美感。鄂伦春族传统服饰纹样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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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大致可分为几何形纹样和自然形纹样两大类。由

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长期的民族文化浸润，鄂

伦春族对波浪纹、螺旋纹、回纹、三角纹和动物、植物等纹

样较为偏爱，图案自由、淳朴、流畅，富于动感和节奏，表

达了鄂伦春族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

鄂伦春族崇尚美满、幸福、吉祥和安康的情感理念，

反映在民族传统服饰图案上，表现为追求饱满、丰富、完

整、对称、乐观和生生不息的情感意愿，展示出鄂伦春族

传统服饰造型的深层底蕴、文化理念和生命情感［３］。

四、鄂伦春族服饰材质的改变和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鄂伦春族与相邻的民族不断开展

交往和交换，布匹、丝绸等材料逐渐进入鄂伦春人的生活

之中，当地盛产的毛皮等材料也流入中原地区。民族之

间的交往带来服饰材质和服饰习俗的巨大改变。清代以

来，以麻、布、丝绸材质制作的服饰以及与兽皮相结合的

服饰日益增多，滚边、刺绣等工艺运用更加纯熟、普遍，色

彩愈加丰富，鄂伦春传统服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收藏的鄂伦春族五指绣花狍皮手

套（见图４），鄂伦春语称为“披律叉卡”，是年轻的鄂伦春女
孩冬季喜爱的御寒服饰之一。其一般用秋季短毛狍皮缝制，

五指分开，手背正中用彩线绣有团花和延伸的枝叶，大拇指

处单独绣有花瓣纹。腕部镶黑布，上面刺绣缠枝纹，黑布两

侧镶有水獭毛皮，既防风又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

图３ 腰间佩饰    图４ 鄂伦春族五指绣花手套  

鄂伦春族生活在大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中，世代以

渔猎为生。由于北方寒冷的气候和生产方式，鄂伦春人

的服饰以兽皮为主。清朝时期，随着民族间的沟通交往

增多，中原地区的生活用品、劳动器具、服装样式、多彩的

绣花线和绣花技术也随之流入鄂伦春人的生活中，推动

了传统兽皮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使兽皮服饰制作更为精

美。五指狍皮手套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五指狍皮手套

具有美观、轻便、灵活等优点，充分展示了鄂伦春族妇女

精湛的毛皮手工技艺。

鄂伦春族布靴短靴，鄂伦春语称为“奥劳其”。靴底

长２０厘米、宽１１厘米、高２３厘米，用鞣制好的一整块犴

皮做靴底，向上包至半幅鞋面，前尖有均匀的褶皱稍微上

翘；用蓝色棉布做靴靴，靴高至小腿，用白、红线在皮、布

结合处的布面上和靴口绣上回纹图案，前脸有二方连续

图案；靴靴正前方竖开口，鞋帮有皮系带。夏天男女老少

都穿这种布靴皮底靴，内絮少许乌拉草防止硌脚。因为

布靴上可以装饰图案花纹，特别受到妇女的偏爱，穿着它

既能显示猎人的英武，又不失女性的秀美。

清政府在统一黑龙江流域的过程中曾规定，凡是被

编户的黑龙江流域各部族，每户每年必须向清政府贡纳

一张体大、毛厚、色匀的优质貂皮（以黑色貂皮为上品）。

同时，清政府不惜财力物力，将江南苏州等地出产的丝织

品运送至东北地区，赏赐纳贡者，称为“赏乌林”（“乌林”

又写作“乌绫”，满语“财布”之意）。

五、鄂伦春族传统服饰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活

的生命力

鄂伦春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承载

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鲜活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鄂伦

春族迈进社会主义社会，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得到党

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鄂伦春族携

带着丰富且独特的服饰文化因子，汇入中华民族宏大的

文化体系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物质、精神文化财

富，被各族人民共同守护、传承和发扬。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使鄂伦春族文化

的保护提升到国家和全民保护的层面。随着鄂伦春族日

常服饰向节日盛装的转变，民族节日成了民族服饰、风俗

习惯展示的重要场合。在保护中传承，在发展中弘扬，成

为新时代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黑龙江省鄂伦

春族服饰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鄂伦春族刺绣、鄂

伦春族兽皮制作技艺、鄂伦春族古伦木沓节、鄂伦春族传

统服饰、鄂伦春族萨满服饰、鄂伦春族狩猎文化。

六、结语

鄂伦春族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时代的发展，鄂伦春族服饰文化的内涵不断丰

富，传统民族服饰源源不断地为现代服饰提供灵感和滋

养，并且民族服饰的款式、色彩、图案和材质也在不断创

新、变化，装饰风格更符合现代审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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