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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哲族大部分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同江、抚远、饶

河等市、县，其余分布在佳木斯、富锦、集贤、桦川、依兰

等县。赫哲族有本民族的语言，赫哲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

斯语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大多数通用汉文。历史赫哲族历

史悠久，与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肃慎”、“挹娄”、“勿

吉”、“女真”等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清代的“黑斤”、

“赫哲哈喇”即是赫哲族的先民。 赫哲族历史悠久，与东北

的古代民族“肃慎”、“挹娄”、“勿吉”、“女真”等有

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清代的“黑斤”、“赫哲哈喇”即是赫

哲族的先民。赫哲族的先民一直生活在东北松花江、黑龙江

和乌苏里江等三江流域。明朝时为女真的一支。“赫哲”一

词最早见于《清实录》。一般认为赫哲族是以古老的赫哲族

氏族为核心，吸收了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满族、汉族、蒙

古族及其他土著等民族成分，在清初形成较稳定的族体。其

先民在唐代归“黑水都督府”管辖。辽、金时期，赫哲族先

民所属区域为五国部。元朝时期，隶属于辽阳行达路。明朝

时期，赫哲地区归属奴尔干都司。清初，赫哲族居住的区域

为“呼而哈部”、“窝集部”、“瓦尔喀部”、“使犬部”

和“萨哈连部”。清朝初年第一次出现“赫哲族”名称。民

国初年，赫哲族受军阀统治。伪满时期，赫哲族苦难深重，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灭种政策，赫哲族人口下降，经济

生活极端贫困，但富于斗争传统的赫哲族人民不但没有被征



服，反而与其它民族一道站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

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民族解放，做

出了卓越的贡献。 宗教信仰 赫哲族原信仰萨满教，相信万物

有灵。其萨满有河神、独角龙、江神3派，各派约有6个品级

。他们认为有多少种动物、爬虫就有多少种神，其中最受尊

敬的是人面形天神。宗教形式主要表现为祖先崇拜和自然崇

拜。赫哲族先民认为，日月山川都有神灵主宰，因而崇拜。

。生活习俗住宅为用桦皮、兽皮、茅草搭成的“撮罗”(尖

顶)、“胡如布”(圆顶)及各种“昂库’’(棚子)。夏季构木

而居，冬则凿地为“地窨子”，有穴居的遗风。较普遍地住

泥墙草顶房屋。冬踏滑雪板或役犬挽雪橇以为交通，夏季以

桦皮船、舢板从事运输和捕鱼。 赫哲族注重礼仪，有敬老尊

长的良好社会风尚，晚辈出远门回来，与长辈相见时，要向

长辈行跪拜礼，依次向父母、兄嫂问安，以示敬重。长辈吻

晚辈的额头，以示亲热爱护。赫哲族人的重要节日与汉族大

体相同，象春节、元霄节、二月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

节等，但春节特别隆重。赫哲族人民的婚姻实行氏族外婚制

，一般为一夫一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富有者间或有

一夫多妻。成人去世，实行土葬；婴儿夭折悬于树间。服装

特色曾经赫哲族男女衣服皆用鹿皮和鱼皮制作，足穿鱼皮及

狍、鹿腿皮做的，内絮草。在二三百年前，布匹、绸缎开始

进入赫哲族上层人士的家中，但一般百姓是穿鹿皮、鱼皮。

过去妇女的衣裳多缘以色布，边缀铜铃，与铠甲相似。赫哲

族男女，都喜欢穿大襟长袍、短褂或坎肩。衣饰因质而异。 

节日乌日贡节是赫哲族人一个新生的节日，诞生于1985年。

“乌日贡”意思为娱乐或文体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一般



在农历五、六月间举行，历时三天。节日的内容丰富多采，

除了各种民族体育竞技活动，还有最热闹的群众性的聚餐宴

饮活动。 乌日贡大会上，赫哲族的民间说唱文学"伊玛堪"最

受群众喜爱。“伊玛堪”是赫哲族口传的叙事长诗，现有50

多部典籍，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它讲唱

部落战争、民族兴衰、维护民族尊严和疆域完整的英雄故事

，赞颂纯真的爱情，还讲述萨满求神及风俗民情，有时一唱

就连续好几天。赫哲族人民喜爱音乐，善于唱歌，流传着许

多民间歌曲，歌曲优美舒展，旋律奔放。 禁忌捕鱼者若家有

丧事，到捕鱼场后，须在网滩上架起一堆火，从火上跨过，

以熏晦气。捕鱼期间忌说怪话、谎话，否则触犯神灵，空网

而归。 该族笃信“万物有之”之原始宗教观念，对山神、河

神、树神等自然之神处处小心敬奉，惟恐不慎得罪而招致灾

祸。忌捕杀飞投住室的雀鸟，信其为亡单之魂所变，有飞来

投室者是其灵魂要“转世”。若捕杀之，则有不育之祸。忌

以皮革物陪葬，认为如是则死者亡灵不能升天，也不能再转

生为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