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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
”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拥有各自不同的生命形式，同人类一样，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拥有生命的
尊严。
    狭隘、自私的人类似乎总是无视这一点，也许他们曾经这样以为，但随着人类无所不能的现代神话
，很多人已经不可救药地淹没在自己极度膨胀的自信中，总有一天他们会为自己的所做所为付出代价
。
人口不足万人的鄂伦春人却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懂得尊重大自然，懂得怎样与动物、植物和谐相
处，他们同我国北方的其他民族共同缔造了绝妙的桦树皮文化，赋予桦树崭新的生命。
郭宝林正是这一智慧、善良民族中的一员，他用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一艘艘线条流畅、造型美观、结实
耐用的桦皮船。
    也许郭宝林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陌生，但是对于生活在十八站的鄂伦春人来说，这个名字可
是响当当的，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国际友人，不论是博物馆还是电视台，都会不远千里来找他。
郭宝林不仅拥有制作桦皮船的绝活，他还擅长捕鱼，精通打猎。
可以说，鄂伦春人世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技艺他几乎样样不丢。
沉默内敛的郭宝林用自己的行动传承着鄂伦春人最根深蒂固的狩猎文化。
    2007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郭宝林“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件振
奋人心的事情，国家没有忘记认可、保护这些技艺高超的民族民间艺人。
然而，做为鄂伦春人捕鱼、狩猎、交通工具的桦树皮船，前景却令人堪忧。
由于大、小兴安岭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原生桦树林几近灭绝，没有成熟的桦树，就意味着无法
制作桦皮船。
正凶为如此，在鄂伦春人的桦皮船完全沦为博物馆的展品或是旅游者的收藏品之前，为郭宝林著书立
传，将其精湛的桦皮船制作技艺记录下来，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了。
    同样身为少数民族的笔者，对于迅速流失的民族文化，过去只能看存眼里，痛在心里。
现如今能有机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保存记录这份珍贵的遗产，实在是命运的恩宠。
没有华丽的文字、婉约的抒情，只能以同郭宝林一样朴实的文字来真实地书写他。
如果说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对鄂伦春人有所了解，对桦树皮文化有所认知，对郭宝林制作的桦皮船有
所认可，那么我就没有辜负师长们沉甸甸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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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桦树皮船制作技艺传承人：郭宝林》共分为水上飞舟；流传至今的桦皮船；郭宝林家乡；郭家
传人；郭宝林技艺；郭宝林的生活；众人眼中的郭宝林七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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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黑龙江外记》记载：“山谷问多桦木，土人以为箭笥，为鞍板，为刀柄，皮以贴弓，为车盖，为穹
庐，为扎哈，纵缝如栲栳，大担水，小盛米面，谓之皮斗。
”《黑龙江志稿》载：“鄂伦春地产桦，其皮坚韧，可制器具，小舟及庐帐皆桦皮为之。
齐齐哈尔老妪用麻绳缝制桦皮篓，又用皮缠弓，为车篷，为穹庐，为扎哈⋯⋯”以上文献资料反映了
鄂伦春人生活的地域盛产桦树，智慧的鄂伦春人利用桦树皮轻便、防潮、富有韧性的特点，制造出各
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品，其中就包括桦树皮船。
    桦皮船是鄂伦春族用来狩猎、捕鱼以及渡河、驮载的工具。
鄂伦春人的桦皮船，形制颇为特殊，敞口，船体中部较宽，船头、船尾尖细并微微上翘，状似剖开的
梭子。
其形态的另一大特征就是船身极矮，高度仅为20厘米左右，整个船体是扁平的。
鄂伦春人的桦皮船有两个必不可少的附件1，那就是船桨和撑杆。
船桨，一根，用樟松木制作，长约3米，两头为桨叶，中间为圆柄便于手握划桨，深水行舟时用其划
水。
撑杆，一副，是用白桦木削制而成的圆柱形杆子，长约2米左右，在河岸附近等浅水区及逆水行舟时
，用其使船行进。
鄂伦春族的桦皮船大小不等，根据水域水流的特点及其使用者的不同用途，可分为大、中、小三类。
大型桦皮船长8～10米，宽可达1．5米，载重量大、行驶速度快，适宜在水面较为宽阔、水流较为平缓
的水域里使用；中型桦皮船长6～7米，行动灵活自如，适合在水面较窄、水流较急的水域里使用；小
型桦皮船长4米左右，行驶速度慢，适用于小河湾，可供少年及初学驾船者使用。
鄂伦春人使用的桦皮船中，6米左右的中型桦皮船较为普遍。
    轻似鸿毛的桦皮船    清朝方观承在《卜魁竹枝词》中，向世人描述了桦皮船的轻巧便捷：桦船携趁
渡头忙，来往轻飞逐鸟翔。
收拾烟波人散后，一肩帆影荷斜阳。
    桦皮船的原材料主要是白桦树皮和樟松木，传统的桦皮船完全采用纯天然的材料制作，整个船体找
不出一件金属材料。
由于材料质地轻盈，所以成品桦树皮船也就轻便异常，即使是大型的桦皮船，在搬运时一个人就能扛
走。
在陆路或山林间行走时，可装载于马上，也可以扛在肩膀上，携带方便，遇水则用之以渡，一日可行
数百里。
由于桦皮船具有船体轻、速度快的特点，除用于载人运物外，还是捕鱼和狩猎时的重要交通工具。
桦皮船在水上划行时轻悄无声，动物不易发现，为猎人打猎创造了很好的时机，因此夏季猎人们经常
乘坐桦皮船进行狩猎，射杀在河边或水泡边饮水的动物。
在张网捕鱼和临水叉鱼时，人们也经常以轻便的桦皮船为交通工具。
    快捷是桦皮船的一大特征。
“现代赛艇上的大部分优点，桦皮船均具备。
”桦皮船头尖尾锐，整个船体呈流线的造型，这种造型利于减少船体在水中行进的阻力，能够助其在
水中迅速滑行。
而桦皮船扁平的船体，使其吃水线极浅，因而它能够轻盈地随着波浪而行。
正是桦皮船这种独特的造型，造就了它迅速快捷的特性。
    桦皮船有很多其他船只无法媲美的优点，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的轻便。
“桦皮船同其他各种船只相比较而言，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轻巧无声。
桦皮船可以说是人类造船史上最轻的船。
”在这里，笔者将桦皮船形容成轻似鸿毛，似乎有夸大其辞的嫌疑，但是与各类木船、铁船相比较而
言，这种说法就不会显得过分了。
    渔猎生产的桦皮船    狩猎经济，也叫渔猎经济，是以猎取自然界现成动物为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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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前，鄂伦春人延续着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渔猎经济，这种生活方式是同他们所处的自然
环境分不开的。
鄂伦春人所生活的大、小兴安岭，为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原始大森林所覆盖，江河密如蛛网，是各类
动物、植物以及鱼类的乐园，自然也成了鄂伦春人生产生活的天堂。
鄂伦春人长期以来生活在这一自然环境中，主要依靠大自然赋予的各类资源来维持生计，进行简单的
生产，如狩猎、捕鱼和采集等。
同鄂伦春族这一简单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工具主要有枪支、马匹、猎犬。
此外，鄂伦春人狩猎必备的工具还有猎刀、斧子、枪架、鹿笛、袍哨、地箭、木夹子等。
《黑龙江省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情况》中提到：呼玛鄂伦春族特有的桦皮船和滑雪板是交通工
具，但在狩猎生产中也起很大的作用，可见桦皮船是狩猎生产的重要工具。
    在炎热的夏季，很多动物都喜欢泡在河水里乘凉，猎人驾着桦皮船顺水而下。
由于桦皮船轻巧无声，速度又快，再搞一点伪装，很容易接近猎物。
有时几个人联合行动，猎手驾小舟冲锋陷阵，余者使大船跟随运输，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猎人将这种狩猎方法称作“溜河”。
    蹲泡子，是鄂伦春人传统的狩猎方法。
到了夜里，动物常到水泡子里吃草、喝水，猎人乘桦皮船在其附近伏击它们。
蹲泡子时，一般选择风向比较稳定的夜晚，猎人选择在下风向的位置避免动物闻到人的气味。
蹲泡子通常是猎捕犴。
在鄂伦春人的主要狩猎对象中，犴这种动物与桦皮船有着不解的缘分。
犴，学名为驼鹿，它肩部隆起，很像驼峰，是世界上现存49种鹿类中最大的一种，主要分布在我国的
大兴安岭、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
犴的听觉、嗅觉都相当的灵敏，视觉比较差。
夏季，犴为躲避炎热和蚊虫，多在水中洗澡，并不时把头伸进水中吃水草。
猎人事先乘桦皮船埋伏在它活动的周围，等它把头伸进水中时，迅速接近射杀。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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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鄂温克族，接受这份书稿时不无私心，因为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有着很深的渊源，从某种程度上
说他们曾经是一个民族。
怀揣着一种寻根、寻亲的心绪，我从北京出发前往中国的最北端进行田野考察，虽然肩上的担子很重
，虽然旅途不无辛苦，但我的内心却是一团火热。
三次田野调查，几千里路的奔波，拉近了我同郭宝林及其家人的距离，我们的关系融洽得好像一家人
。
从郭宝林一家人身上，笔者真切地感受到鄂伦春人的智慧与勤劳、淳朴与善良、热情与大方。
通过对郭宝林桦皮船制作技艺的调研，我惊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创造伟力——几张桦树皮，几根樟松
木，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轻巧美观的桦树皮船。
曾经，在秀美的呼玛河畔鄂伦春人无忧无虑地坐在桦皮船上，轻轻划动着手中的桨，一点一点地接近
他们的猎物⋯⋯而今这副画面渐渐远去，唯有执拗的郭宝林仍在做着心爱的桦皮船，但不知他还能够
坚持多久。
    本书的写作于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它使得我真正走入民间，走进民族艺人的生活中，体会他们的悲喜哀愁，同他们一起唏嘘感叹民族民
间技艺的迅速消亡。
郭宝林、关小云等人对于民族文化的执着精神也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觉得不再孤单，不再认为个人
做得太少。
相信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地搜集、保护、弘扬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我们的努力就不会白费，这些
珍贵的记忆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最后，再次感谢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感谢汪立珍老师给我提供这一难得的
机会，感谢邢莉老师、毕构老师以及林继富老师对我调研提纲的指导，感谢关小云的大力支持，感谢
刘玉亮提供的珍贵照片，感谢家人的鼓励，感谢师姐及同窗好友给我的帮助，感谢您们！
在此我忐忑地呈上拙作，希望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感谢民族出版社的罗焰、刘海涛二位编辑。
    2008年3月一稿    2009年4月二稿    2010年4月三稿    2010年9月四稿    于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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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周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丛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系列成果之一。
    《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丛书》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
定和命名项目成果。
    《桦树皮船制作技艺传承人--郭宝林》(作者那敏)是该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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