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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场也设有鹿圈，还有乡村集体和个人养鹿。 

据东丰县农垦鹿业总公司 1988年末统计，全县 

梅花鹿存栏数达 7654头，产鹿茸 5097．005千 

克(见表 1)。 

二、东丰梅花鹿资源的利用 

据《吉林通志》记载：冬季，长白山一带鹿 

类，向盛京围场迁徙。而东丰县居盛京围场的 

中心地域，气候属“季风区中温带湿润气候”，长 

期受到清王朝的“封禁”，给梅花鹿的滋畜繁殖． 

创造了环境。到了嘉庆、道光朝之后，国势衰 

微，八旗武备松弛，皇帝光顾围场狩猎次数渐 

稀，原为“八旗子弟讲艺习射之地”D的盛京围场 

也趋于弛禁。这时，由关内河北、河南、山东等 

省“逃荒”来闯关东的流民潜入围场开荒种地， 

赶杖打围。同治年间，朝廷派员在围场南部，即 

东丰县境内“前已查出鹿窖二百余处，兹复在嵌 

石岭以北，查出九百余处。” 为此，光绪四年 

(1878年)清朝廷在东丰县“按围边横道河、沙 

河口、黄泥河、那丹伯台、孤山台等处，置鹿趟， 

安猎人 48户，岁时由盛京将军遣陵官 入 围会 

猎，哨鹿以贡于朝。 

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48家鹿趟的猎 

户感到采用哨鹿、窖鹿吣的捕法捕鹿，鹿越捕越 

少，再继续捕杀，就无法向朝廷进贡活鹿了。同 

时，猎户们发现，留备进贡的成龄母鹿 (怀孕 

的)，在圈里生下了小仔鹿。人们受到启发，感 

到梅花鹿圈养繁殖要比围捕得到活鹿的保险系 

数大。 于是，鹿趟总头史庆云便召集 48家猎 

户，选一名代表进京向朝廷进谏 ，请求将梅花鹿 

集中起来圈养繁衍。猎户赵允吉进京向光绪皇 

帝递上奏折。经恩准，从光绪二十二年 (1 896 

年)起，朝廷将东北的吉林、宁安、牡丹江等地猎 

户所捕的鹿，都集中到东丰县的伏力哈色钦(满 

语地名，今小四平乡)，由赵允吉派人圈养，当时 

约有 60头 。同时，朝廷封赵允吉为“鹿鞑”官 

(相当于七品官)，并拨 4O名骑兵的军饷，建起 

一 座“皇家鹿苑”。这是东北的第一个梅花鹿饲 

养场。鹿圈能容纳一百多头梅花鹿。每年的“白 

露节”前后，鹿苑要向朝廷进贡活鹿 20头及鲜 

鹿尾 23盘、鹿大肠5根、鹿舌头 5个 、鹿盘肠 5 

根、鹿胁条 10块、鹿肚 5个 、鹿发尔什 20块、汤 

鹿肉 7块、鹿晒肉 30块、毛狍 5只等鹿产品十 

余种 。交给清朝“旗务司”，并领回“白银 1690 

两 ，作为扩大鹿苑养鹿事业用款。尔后，皇 

家鹿苑又先后建起 3个鹿圈，4个鹿圈共养鹿 

590头。据《东丰县志》记载：“鹿，县初设治时 

(光绪二十八年，即 1 902年)，惟四平街有赵姓 

者，世以豢鹿为业，所豢不下四五百只。 

三、东丰养鹿业的兴起 

1912年，民国建立，帝制废除，皇家鹿苑的 

梅花鹿成了赵允吉的私人财产。 1928年前后， 

赵振山(赵允吉之子)在小四平街开设了 “万寿 

堂”药店；在营口大官塘街开设了“永源庆”参茸 

店，经销鹿茸及参茸丸、鹿胎丸，吸引了国内外 

无数客商大贾，纷纷前来订购，产品“不仅畅销 

内地，而且远销到香港、日本、美国、俄国各 

地。邶 

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成立了“满蒙天 

产株式会社”，对东丰的梅花鹿资源进行疯狂地 

掠夺。 据赵家的老养鹿伙计邱长志说：“日本 

鬼子从小四平乡往 日本国调鹿，一次就有一二 

百头。”这种大肆抢掠，再加上鹿疫病猖獗，一次 

就死去 270头。到了 1937年，第三四两个鹿圈 

被迫撤销了，第一二两个鹿圈所养的鹿最少时 

仅有三四十头。 

1 947年 1 2月，土改工作队集中了赵殿科 

(赵振山之子)等几家鹿趟所圈养的梅花鹿，建 

立了国营小四平鹿场。到 1 949年新 中国成 立， 

仅两年光景，东丰的梅花鹿就发展到 480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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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鹿茸 113．5千克。 

四、东丰鹿茸的经济开发生产 

东丰县是一个半山区，有五山半水半屯四 

分 田。在崇山峻岭之间，野生动植物 ，特别是梅 

花鹿资源极为丰富。东丰县又是一个商品粮基 

地，省农业先进县，现年产粮豆 10亿斤，在吉林 

省名列前茅。怎样做好粮食的就地转化，发展 

多种经营生产，其中包括对梅花鹿的饲养繁殖， 

是摆在东丰县和吉林省人民面前的重要课 题。 

建国后，在“保护和发展有经济价值的野生 

动物”(《农业发展纲要》)精神的指导下，东丰的 

养鹿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乡镇相继建起了 

5个国营鹿场，乡村集体、个人养鹿业也发展起 

来了，到 1980年，全县梅花鹿存栏数已达 7056 

头，鹿茸产量达 2475．5千克。 国家先后从东丰 

县往北京动物园调去 80多头鹿；同时，东丰繁 

殖的梅花鹿，除供应本省各市县建设鹿场外，还 

支援北京、河北、河南、山东、青海、内蒙古等省 

的 3O多个市县建设鹿场，共调出梅花 鹿 9645 

头。 

但是，从 1980年以后，东丰县养鹿业发展 

的不稳定，令人陷入深深的思索(见表 2)。 

表 2 东丰县梅花鹿存栏数与鹿茸产量逐年变化表 

梅花鹿存 年 度 鹿茸产量 (千克) 
栏数(头) 

1949 矩  480 ll3．5 

I970 正  2905 926．65 

1980 矩  7056 2475．5 

l983 正  7320 260t 

1984 正  6893 2328．5 

1985 正  6773 2479 

I988 正  7654 5097．O05 

表中数据来源：东丰县统计局 《东丰县 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县志办资料。 

从表 2可以看出，从建国初到 1970年，梅 

花鹿的存栏数和鹿茸产量趋于 稳 定增 长的 趋 

势。从 1970年到 1980年，东丰养鹿得到较快 

的发展，梅花鹿存栏数从 2905头猛 增到 7056 

头；鹿茸产量也从 926．65千克增加到 2475．5千 

克。然而，从 1983年开始，梅花鹿存栏数却出 

现下降趋势，逐年递减；鹿茸产量也在徘徊不 

前。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过去，鹿茸产品由外贸部门包销，从 

1983年以后，变成产家自销，这样，使鹿茸销售 

成了难题，大批产品积压在仓库里，挫伤了养鹿 

者的积极性。 

二是，饲料不断涨价，而鹿茸价格连年下 

跌，1984年和 1985年平均各等级鹿茸 售价 才 

36元。养鹿赔钱，连东丰县最大的鹿场——第 

鹿场也只好借银行贷款过 日子。 

三是，鹿的疫病问题。 1984年夏天，第一 

鹿场一次就病死 37头鹿；1986年夏季，第四鹿 

场也一次病死梅花鹿 20多头。 零星病死更是 

屡见不鲜。 

四是，对东丰鹿茸的宣传深度不够。东丰 

养鹿历史悠久，而且“东丰型鹿茸”具有独特性 ， 

药用价值高。 新闻部门从 60年代就曾经作过 

宣传，但由于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不理想，使国内 

外许多经营鹿茸的客商，对东丰的“皇封鹿茸” 

优点还不甚了解。因此，一度滞销。 

五是，科研部门和饲养场脱节，使鹿茸产品 

的新技术开发和应用，得不到及时的反馈和推 

广。 

以上几个问题，是影响东丰养鹿业发展迟 

缓的主要因素。 

五、东丰县梅花鹿资源的综合 

利用与建议 

现在，东丰县养鹿业不景气的现象得到了 

缓解。虽然梅花鹿存栏数增长幅度不大，1988年 

末仅有 7654头，但由于大量饲养雄鹿，使鹿茸 

生产量成倍增长，达到 5097．005千 克，比 1985 

年增长了 205．6％，而且鹿茸产品由滞销 变 畅 

销。1988年全县养鹿业总产值 670万元，实现 

利润 213万元。 

东丰养鹿业振兴的主要原因是各鹿场采取 

了以下几个措施： 

一 是，鹿茸的深加工。即将低等茸加工成 

茸片出售。 

二是，推行科学养鹿。 第一项是“控兆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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