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族，则来自归国华侨的

俄罗斯眷属。清朝末年战

祸不断，从山东、河北等地

闯关东的人中，不少辗转

流落到了西伯利亚，加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从中

国征召大批华工开发远

东地区，这些华人在当地

娶妻生子，有的人甚至生

活了几代之久。可是十月

革命后，他们却因不受信

任而被迫携带眷属被遣

回中国，1932~1938 年 间

因此进入新疆的有 19000

多人。

当时无论是加入了中

国籍的俄罗斯人还是侨

眷，他们的“名字”还不是

俄罗斯族，而是被称作“归

化族”。控制新疆的军阀盛

世才，在 1934 年开了新疆

民众代表大会，加入了中

国籍的俄罗斯人当时以

“归化族”的名义出席，

1935 年的第二次民众代表

大会上，这些俄罗斯人和

其他欧洲人被定名为“归

化族”。

不过，俄罗斯族人并

不认可这个带有蔑视的称

呼。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3 年，在新疆的民族识

别工作中，才取消了之前

“归化族”的称呼，恢复了

他们自报的原来族名，改

称俄罗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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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长着金发碧眼，却有着一颗地道的中国心。

数百年来，他们的先人陆续从遥远的欧洲而来，在中国落地生根。85 年

前，获得中国籍的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只能被叫做“归化族”，直到 1953

年，长着黄头发深眼窝的他们才有了自己的“名字”———俄罗斯族。

他们说俄语也说中国话，吃列巴（一种俄罗斯传统的面包）也吃拉条子，

喜欢拉手风琴也爱扭秧歌。他们成了中国 56个民族中的一员。他们说，中国

才是他们的家。

地道的东北话

去过内蒙呼伦贝尔和新疆伊犁旅

游的人，可能会遇到过这样的场景，街

上不时能看到裹着花头巾穿着长袍，胖

胖的俄罗斯大妈，或是有着金黄色头发

深眼窝，欧洲人长相的小姐姐。可当你

跟她们说话的时候，却是一口地道的东

北话或是新疆普通话。她们还可能叫张

金花、王静这样的名字。没错，你这是遇

到了咱们中国的俄罗斯族。

这种集异域的样貌和当地方言于

一身的反差萌，让不少人觉得惊奇，也

让很多人心里有问号，中国的俄罗斯族

从哪里来？他们和俄罗斯人有什么关

系？

其实，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家庭

中，俄罗斯族算是一个很“年轻”的民

族。他们的祖辈正是从清朝到近现代，

打遥远的欧洲而来，经过数代和当地中

国人通婚形成的华俄后裔。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的 1953 年，俄罗斯族才成为了

他们的民族称谓。

俄罗斯族不仅“年轻”，人口规模也

是名符其实的“少数”。根据 2010 年的

数据，中国的俄罗斯族一共有 15392

人，其中居住在新疆的有 8935 人，在内

蒙的有 5000 多人，这其中内蒙的呼伦

贝尔是俄罗斯族居住最集中的的地方。

也正是如此，全国唯一一个俄罗斯族民

族乡———室韦俄罗斯族民族乡（后改为

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就在呼伦贝尔的

额尔古纳市。

虽然中国从南到北的很多省市都

有俄罗斯族，但是他们最集中的聚居

地，还是主要在新疆、内蒙和黑龙江。因

为，那里是他们的先辈在中国最早的定

居地。

中国的少数民族

为什么新疆、内蒙是俄罗斯族的聚

居地？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先人从

北方而来。中国的俄罗斯族大多是从俄

罗斯移居而来。他们的形成和身世，伴

随着中国近代历史和边塞烽烟跌宕起

伏。

《鹿鼎记》里韦小宝指挥雅克萨之

战大捷，虽然是武侠小说的演义，可它

确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国最早的俄罗

斯族后裔，也是从那一段时间出现的。

在清康熙的雅克萨之战中和更早的顺

治年间，一些被俘归降的沙皇俄国士

兵，被清政府送往北京安置，他们的后

裔有 200 多人，就是今天在北京生活的

罗、何、姚、田、贺这五个姓氏的俄罗斯

族人。

当然，更多的是来自于当时随着

动荡时局来来往往的人，他们中既有

沙俄的弃卒，也有为了奔波活命的穷

苦人。

鸦片战争以后，当时的清政府自顾

不暇，边疆更是形同虚设。随着沙俄对

中国的蚕食，在新疆和黑龙江建立居民

点，大批的俄罗斯农民被迁入中国境

内。沙俄还在新疆的伊犁、塔城、乌鲁木

齐等地设立领事馆和贸易圈，也让不少

俄罗斯商人和手工业者随着迁入。

另外，在内蒙额尔古纳与俄国接壤

的地带，前前后后也涌入了不少前来淘

金和躲避战乱的俄罗斯人，他们和早先

闯关东定居在此的人通婚。据《额尔古

纳侨务概况》记载，20 世纪 20 年代前

后，仅在额尔古纳河沿岸嫁给中国人的

俄国妇女就有 1000 多人。今天额尔古

纳河一带的俄罗斯族，很多人的先辈都

是那时闯关东的人和俄罗斯人的后

裔。

除了这些，另外很大一部分的俄罗

地道的中国人

俄罗斯族从 100 多年

前大规模迁徙到中国，一

直保留着自己充满欧洲风

情的生活传统。同时，由于

长期和其他民族在一起生

活、通婚，又让俄罗斯族融

合了其他兄弟民族的一些

习俗。虽然他们有着和多

数国人不同的外貌，但是

这些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不便，反而为他们追

求幸福富足的生活提供了

更多可能。

快手上就有这么一位

“网红”，他叫彼得洛夫董

德升。这个不会说俄语的

俄罗斯族大叔，虽然只是

黑龙江的一个普通农民，

但是他在快手上有将近

200 万的粉丝，随便一条拍

摄自己农村日常生活的视

频，观看次数都在百万以

上。

作为俄罗斯移民的后

裔，董大叔已经是第 4 代，

当年他家祖上是赶着马爬

犁逃难来的，后来他的曾

奶奶改嫁给了姓董的山东

人，全家就都改姓董了。如

今，战乱和颠沛流离早已

远去，只留下和董大叔一

样长相还是俄罗斯人特

征，“瓤子”却是个地道东

北人的俄罗斯族。

四十多年里，董大叔

只去俄罗斯旅游过两次，

他说：“中国才是我的家，

我的身份证上也是这么写

的。”在董大叔后来在央视

的节目上也说过，他去俄

罗斯的时候，现学了一句

俄语“我是中国人”。

现在董德升成了当地

更多的俄罗斯族同胞，他们不是

“网红”，只是和十四亿普通的中国人一

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他们既有“战

斗民族”的开朗、奔放的性格，又流淌着

华夏民族深沉、稳重的血液。

不同于祖祖辈辈生活在中国的世

居民族，又或是对祖辈颠沛流离的生活

还记忆清晰、心有余悸，他们更渴望安

定的日子和富足的生活。

在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俄罗斯族

的同胞们都开起了俄罗斯家庭游，旅

游业成了全乡经济的支柱产业，2006

年还被央视评为“全国十大魅力名

镇”；在和俄罗斯隔河相望的逊克县俄

罗斯民族村，拥有“老外”长相的俄罗

斯族村民，会在农闲的时候应邀外出

拍电影、电视剧；在俄罗斯族聚居的伊

宁，他们有属于自己民族的俄罗斯学

校和俄语课程。

如今，木刻楞（一种传统的俄罗斯

建筑）房里已经是现代化的装修，列巴

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族特色美食，拉着手

风琴唱“红莓花儿开”也唱“伊犁河啊，

比世界上最美的多瑙河还要美”，做为

“移民”的俄罗斯族同胞，他们的生活已

经融入这片土地。

虽然扎根中国才百余年历史，也许

没有听过“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诗句，但

他们却都说“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

故乡。 （选载自《华人周刊》）

最出名的人物，农闲的时候在网上卖点

当地和俄罗斯的土特产赚钱，有时一天

能卖一万多。家里新修了房子，也在县

城买了房，小日子过得美滋滋。

董大叔是草根的代表，而另一位

俄罗斯族的人物的经历，恐怕就更加

的传奇了。他就是已经去世的原空军

副司令林虎中将。这位共和国的将军，

因为异国风情的相貌而被人称为“蓝

眼将军”。

林虎将军祖上本是姓曹的山东

人，民国时期他的父亲为了逃荒，闯

关东到了哈尔滨，在俄国人家里做

长工时结识了一位俄国女子，就是

林虎的母亲。林虎幼年时父母双亡，

他被送到孤儿院，之后被一个林姓的

人收养才改姓了林。参加了八路军之

后的林虎，一步步成为了共和国的空

军副司令，也成了唯一一位俄罗斯族

的将军。

关于林虎将军，有两段传奇故事

人们耳熟能详。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国希望向俄罗斯采购苏 27 战机，谈

判的时候，俄国人就想拿“拼酒”给

中国人来个下马威，好增加谈判筹

码。熟悉俄罗斯人的林虎带着从炊

事班调来的“军官”，在酒桌上放倒

了 17 名俄罗斯方面的代表。最终，如愿

以偿地用俄国人自己都不好意思说的

低价，买到了当时最先进的苏 27 战斗

机。

另一件事发生在 1997 年。因为一

直和俄罗斯军方关系不错，当时已经

70 岁的林虎将军受邀参加了当时在

莫斯科的航展。俄方邀请他试驾苏 30

战机，本来俄方以为林虎年纪那么大，

也就是友情“体验”一下，谁知道这位

70 岁的老人，竟然飞出了王牌飞行员

才能做出的“眼镜蛇机动”。

正如一位网友评价的：林虎将军母

亲是沙俄人，教会开活塞式飞机的是日

本人，教会开喷气式飞机的是苏联人，

第一架击落飞机的是美国人，半辈子时

间在琢磨怎么防御美苏空军，喝酒放倒

的是俄罗斯人，一生守护和奉献的是中

国人！

“最年轻”的民族

俄罗斯族穿着传统服饰欢迎游客

原空军副司令，俄罗斯族林虎

俄罗斯族传统的木刻楞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