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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北“三少”民族桦树皮制品的审美特征与传承 
李慧萍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桦树皮制品是“三少”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本文以东北“三少”民族桦

树皮制品的审美特征与传承为题，通过对桦树皮制品的分类，挖掘其所呈现的审美特征，并根据这一艺术形式在传承和发展上的脉

络，探寻其在历史和文化的褶皱中所蕴含的艺术魅力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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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少”民族是指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

克族和达斡尔族这三个人口较少民族。他们在分布地域、信仰观念

及生产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共同点：在分布地域上，他们都曾生

息在大小兴安岭及其周围的广裹地区；在信仰观念中，他们都信奉

萨满教；在生产方式上，他们都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从事狩猎生

产。正是这些在生活地域、信仰观念及生产方式等方面存在共同点，

使他们超越了本民族的意识而拥有了共同的思维结构，尤其是对在

长期的狩猎森林生活中给予了他们很大帮助的白桦树有着比较一

致的依赖感和认同感，进而根据自身生产与生活实践经验共同创造

了具有地域特色和狩猎民族文化特征的“桦树皮文化”。 

一、东北“三少”民族与桦树皮制品 

“三少”民族世代生活在大、小兴安岭及其周围广裹的桦树林

生长带区域，主要通过狩猎来获取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虽然在历

史发展进程中“三少”民族身处铁器文化圈，且周边民族制陶技术

发达，但游猎的生存方式决定了笨重的铁器和易碎的陶制品无法满

足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而随处可见的白桦树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可

制造、更轻便的生产生活物资的原料。“三少”民族以桦树皮为原

料，制作了大量制品，它们不仅取材方便、轻便耐用，而且防潮性

能好、不易变形，特别适合游猎的生活方式。因此桦树皮被广泛应

用于“三少”民族的居住、交通、日用器物、宗教用品等各个领域。 

二、东北“三少”民族桦树皮制品的分类 

（一）建筑类最典型的是撮罗子。撮罗子是外形如倒立圆锥形

的伞状结构，又称 “仙人柱”，也称“斜仁柱”，是“三少”民族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沿用的建筑形式。它是用松木杆支起的圆

锥形骨架，再以桦树皮或者兽皮像铺瓦片一样，将其一块压一块的

覆盖在“撮罗子”的骨架上搭建而成。猎民在搬迁时，只需要把覆

盖在撮罗子上桦树皮围子或者兽皮卷成捆状，用皮条绑好，大马驮

走，即可随时再次使用，极轻便耐用。 

（二）生产（交通）工具类最具代表的是桦树皮船。桦树皮船

是“三少”民族重要的狩猎生产和交通运输工具。船体呈长方形、

平底、两端呈尖状，底部向上呈弧形。桦树皮船最大的特点是轻便

结实、浮力大，船体造型呈流线型，俯视如布梭，极其轻便，一个

人即可搬运。 

（三）生活器物类最为丰富的是桦树皮器皿。日常生活中的桦

树皮器物主要有:桦皮摇篮、桦树皮箱、桦树皮摇篮、针线包、挎包、

盒（一般分为帽盒、针线盒、普通盒等其他)、水桶、刮果器、篓、

笔筒等。桦皮箱，又称“玛塔”，是“三少”民族重要的生活用品，

制作精美，主要用于存放衣物，也是鄂伦春人、鄂温克人和和赫哲

族人的主要陪嫁品。桦皮箱形制多样，以长方形居多，也有椭圆形、

方形，用色考究，喜多用黑色，黄色和黑色。其中红色象征女子之

喜，黑色象征男子之喜，黄色常作为配色使用。在鄂温克族中，婴

儿用具桦树皮摇篮普遍使用存在。它造型奇特，从侧面看近似 L 形，

呈半弓状，两端有弯把。“根据摇篮形式不同，即倾斜度不同，因

而有半坐式的，喂奶时，不用把孩子拿下来”。1 桦树皮摇篮不仅是

婴儿用具，也是“三少”民族家姑娘出嫁时的嫁妆，象征着母亲对

女儿的美好祝福。 

（四）工艺类中最突出的是桦树皮剪纸和桦树皮画。桦树皮剪

纸，鄂伦春语发音为“圈儿檀嗯”，即是剪图案的意思。但这种剪

出的图案并不是直接用来装饰，而是用作样板，起描写的作用。由

于桦树皮可以一层层地剥开，剥下来的树皮薄如纸片，可塑性极强，

可以折叠剪出各种图案，例如人物、花草、动物等。这些图形在“三

少”民族生活中都十分广泛。其中人物剪纸对称，但不采用对折剪

法，强调剪影；而花鸟剪纸多采用两折或四折剪出，常由心形、花

瓣形和方形等构成。 

（五）宗教用品类有神偶和装神偶的“玛踏”，制品相对稀少。

鄂伦春人的神偶分为三种，其一是种具体自然物，如太阳神、北斗

七星神、凤神、闪电神等。其二为绘画神偶，即是把神像画到布上

或桦树皮上，或用马尾马鬃、其他动物的鬃毛编成人形缝在布或桦

树皮上。这种神偶称为“布如坎”。还有一种是木刻神偶，称为“毛

木贴”，用松木或杨木刻成人形、动物形，平时放在桦树皮盒里，

挂在“斜仁柱”后的树上。 

此外，桦树皮在服饰、武器、马具、葬具等方面也广泛使用。

正是 “三少”民族在长期的桦树皮器物制作和使用过程中，逐渐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桦树皮文化传统。 

三、东北“三少”民族桦树皮制品的审美特征 

桦树皮制品与东北“三少”民族的游猎生活密切相关，它取材

方便，防潮耐用，是“三少”民族传统游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桦树皮制品不仅体现了“三少“民族的思想感情，也反映出“三少

“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蕴含了“三少”民族的文化精神，展现了

“三少”民族独特的审美特征。 

(一) 选材用色 

“三少”民族桦树皮制品的原材料取自白桦树的树皮。白桦树

是一种耐寒的落叶乔木，皮上有结痂，树皮薄，韧性强，呈暖黄色，

易于剥取和收集。智慧的“三少”民族凭借独有的森林地域优势，

就地取材，巧妙地运用桦树皮这一天然原材料创作了大量的桦树皮

制品。用桦树皮制作的制品色泽纯净，质地均匀，纹理细腻，具有

淡雅的天然美感。桦树皮装饰画是桦树皮工艺品中运用自然色彩进

行创作的典型代表。以鄂伦春族莫拉呼尔·鸿苇的桦树皮纹理画《大

地》为例，这是一种在桦树皮上利用其自然干裂的纹理，并结合烫、

染、刻等工艺进行创作的画种。整个画面给人一种意向超拔，广阔

浩瀚，浑然天成之感。 

“三少”民族对传统桦树皮制品的色彩运用有着自己独特的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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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对大自然固有色彩的崇拜，影响着他们对色彩中蕴含的审美意

识和心理定式的形成，从而产生了他们对色彩的喜好和信仰。桦树

皮制品表面的施色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桦树皮固有色为底色，对

中心主体装饰纹样进行施色，以突出中心纹样的造型特征；二是给

桦树皮制品通体施色，多用红、蓝两色，或红、黄、绿、黑、白几

种颜色配合使用。这种对比鲜明的颜色，给人自由奔放之感。例如，

在鄂伦春族桦树皮制品上的纹样“阿达玛勒”上常有红、黄、黑三

种颜色。其中，红色象征女子之喜，黄色象征男子之喜，黑色为装

饰颜色，并没有明确的意义；但当“阿达玛勒”上有蓝色和白色，

则象征女子正在守寡或遭遇了灾难。 

(二) 纹样图案 

“三少”民族桦树皮制品的纹样图案主要有四种构成形式，即

单独纹样 、连续纹样、并列组合纹样及填充纹样。单独纹以写实

为主，多在桦树皮制品的顶端出现；连续纹是一种通过二方连续图

案重复出现而形成的花边纹样，多出现在桦树皮制品的边缘；并列

组合纹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纹样在桦树皮制品的表面进行

组合装饰的纹样；填充纹是一种形状自由，在一定轮廓范围内穿插

在主体纹样图案之间而进行组织图案构成的纹样，能够丰富制品表

面的层次效果。 

“三少”民族热爱生活，崇拜大自然，并将这种对美好生活的

期望都体现到了桦树皮艺术的创作题材中。“三少”民族桦树皮艺

术主要以植物纹、动物纹和几何纹为题材，较少采用人物的形象，

充分显示了“三少”民族人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愿景，也体现了

“三少”民族浓郁的审美情趣。因为“三少”民族常年生活在大、

小兴安岭地区，茂密的植被成了他们创造这些植物纹样图案的重要

灵感来源。在这些纹饰图案中，植物纹样所占比重最多，多为简练

的轮廓型花纹，包括叶子图案、树形图案、花草图案、花瓣图案等，

都具有强力的韵律感。动物纹在桦树皮制品中的刻画也比较常见，

其中鹿纹、蝴蝶纹、鸟纹、马纹等具有典型特征和象征意义。蝴蝶

纹象征美好和自由，鸟纹寓意和平的生活。其次是几何纹，多由直

线、三角、圆形、菱形等组合，构成了单回纹、双回纹、方形纹、

旋涡纹、折线纹等。一般常见于桦树皮碗、桦树皮摇篮、桦树皮盆、

桦树皮桶等制品中。人物纹在桦树皮制品中较少见，通常以正面造

型出现。 

(三) 装饰工艺 

桦树皮制品的制作工艺代代相传，与古朴的纹样图案、选材用

色相互补足，特色鲜明且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三少”民族民间

艺人充分利用桦树皮的薄、韧、易切割塑形和雕刻纹样等性质，采

用编、缝、折、剪、贴、雕、烫、染等工艺创造出种类丰富、造型

多变，兼具有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桦树皮制品。 

“三少”民族桦树皮制品的传统纹样装饰工艺主要有压印点刺

法、压划纹装饰法、墨绘勾勒法、剔刻法、补花法、烙烫法等。压

印点刺法是利用兽骨在已经剪裁好的桦树皮表面进行点刺，再将装

饰好的桦树皮缝合或钻合成制品；压划纹装饰法是在桦树皮制品表

面先用压划器刻划，而后在刻划出的“凹”线内填色进行装饰处理；

墨绘勾勒法是在桦树皮的表面先用毛笔勾描出纹样图案，然后再施

色进行装饰。早期主要是墨绘，后来多为彩绘；剔刻法的第一步同

墨绘法类似，即在桦树皮的表面勾描出要制作的纹样图案，然后再

把勾绘的纹样图案剔刻出来，呈现出“凹”型镂空式的效果；补花

法是将剪裁好的纹样图案直接粘贴或缝合在桦树皮器物的表面，而

呈现出一种类似立体浮雕的工艺手法。烙烫法是先在桦树皮表面描

绘出基本纹样图案，然后用高温加热的铁丝沿着以上描绘出的纹样

进行烙烫。 

正是在这些传统装饰工艺的创作下，使得桦树皮制品有着不同

的装饰图纹编排、分布和整体结构，共同显现出了“三少”民族和

谐自然的装饰工艺特色。 

四、桦树皮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桦树皮技艺是我国首批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

统手工技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当下，随着社会环

境及生态环境的变化，在原有狩猎文明构建下的 “三少”民族桦

树皮文化艺术也在不断发生着变迁，桦树皮技艺的传承面临了后继

乏人、发育迟缓的困境，保护和传承“三少”民族桦树皮文化艺术

迫在眉睫。 

桦树皮制品是“三少”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

而桦树皮技艺传承的关键在于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传承人大

体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以继承传统桦树皮技艺的传统派，主要以赫

哲族付占祥和鄂伦春族传承人郭宝林为代表；另一类是在传统桦树

皮技艺的基础上开拓新技法的创新派，主要以鄂伦春族艺术家莫拉

呼尔·鸿苇及陶丹丹等为代表，其中莫拉呼尔·鸿苇开创了桦树皮

镶嵌画和桦树皮国画，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值得重视的是，

“传承人保护”这种活态的保护方式容易随着传承人的故去而中

断。因此，对桦树皮文化艺术的消失、传承人的故去，政府应给予

极大的关注和重视，随时开展抢救性的调查、记录及整理。同时，

借助现代文化产业的传播推广手段，为桦树皮文化艺术注入新的活

力，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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