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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是亚洲大陆和太平洋群岛

及澳洲大陆的连接地带。 由于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这个地区成

了诸多文化和民族交汇的地方， 被誉为 “人种博物馆” 和 “人
类学者的乐园”。

在东 南 亚 众 多 的 民 族 中， 南 岛 语 民 族 （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群体。 这个民族群体是

指现今广泛分布于北起我国台湾、 中经东南亚、 南至西南太平洋

三大群岛、 东起复活节岛、 西到马达加斯加等海岛地带， 操南岛

语系语言， 文化内涵相似的族群群体。
东南亚地区的南岛语民族主要分布在海岛地区， 也有少量分

布在中南半岛。 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的一份统计， 操南岛语的

民族及其支系在印度尼西亚有 １ ６ 亿人， 马来西亚有 １４００ 万人，
菲律宾有 ５０００ 万人， 越南内陆地区有 ６３ 万人。① 可见， 南岛语

民族是东南亚地区， 特别是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主体民族。 他们数

量极多， 历史演变情况也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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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对南岛语民族的关注和研究始于 １９ 世纪中后期西

方人类学家的 “殖民地研究”。 荷兰人将民族语言文化相同的苏

门答腊、 婆罗洲、 爪哇一带称为 “东方印度群岛”。 １８５０ 年前

后， 英国人开始使用 “东印度群岛民” 或 “马来群岛民” 一类

的族群概念。 １８８４ 年德国古典进化论人类学家巴斯典 （ Ａ．
Ｂａｓｔｉａｎ） 和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家克罗伯 （Ａ． Ｌ． Ｋｒｏｅｂｅｒ） 先后

概述了以东南亚群岛为中心， 分布于东西两大洋和亚澳两大洲之

间的文化共同体特征， 即 “印度尼西亚文化圈” 或 “东南亚古

文化圈”。 克罗伯指出： “中南半岛与东印度群岛土著组成一个

文化区域， 直到现在， 印度尼西亚文化虽然落后， 然到处所遇见

的仍为同一的原始文化。 在今菲律宾、 印尼群岛、 阿萨姆及中南

半岛等地， 这一系文化还多保存着相同的文化特质， 例如刀耕火

种、 梯田、 祭献用牺牲、 嚼槟榔、 高顶草屋、 巢居、 贵重铜锣、
竹弓、 吹箭、 少女房、 重祭祀、 猎头、 人祭、 竹祭坛、 祖先崇

拜、 多灵魂。 这许多文化特质组成了东南亚古文化。”①

截至目前， 学术界对南岛语民族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 在众多的研究课题中， 最引人注目也最受学者争议的， 就是

南岛语民族的起源与扩散问题。 针对这个课题， 多位学者从语言

学、 考古学、 民族学、 体质学等角度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起源地及

扩散模式的假说。 虽然国内外一些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对南岛语

民族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进行过探讨， 但是， 关于这个民族群体的

起源和后来的发展演变情况， 依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阐述清楚。
比如， 南岛语民族是从哪里来的？ 什么时候来到他们现在居住的

地区的？ 他们在今天分布的这个地区又是如何分化演变的？ 现在

有多少民族或支系？ 学术界对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定论。 因此，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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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及其在东南亚

地区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论述， 并针对一些问题谈

谈自己的见解。
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和东南亚地区操南岛语系语言的诸多民

族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的研究难度非常大。 但是， 该项研究又

相当重要。 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及其在东南亚的发展与演变进行

深入系统的研究， 是我们认识这一民族群体后来的历史发展、 他

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现在的分布格局的基础， 也是我们深入认

识东南亚， 尤其是东南亚海岛地区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发展

史的基础。 虽然对南岛语民族起源与扩散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比

较热的一项课题， 但比较系统地从这个民族群体演变发展史的角

度来探寻东南亚地区， 尤其是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历史的研究并不

多见， 因此， 从这个角度说， 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及其在东南亚

地区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据研究， 东南亚地区南岛语民族的历史与中国西南、 东南沿

海的古代民族的历史有联系， 因此， 对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起

源、 分化与早期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研究时， 必然会涉及中

国古代民族的历史。 因此， 对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起源、 分化和

形成演变的历史进行研究， 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南亚地区这

一重要的民族群体的了解， 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民族的历

史以及这些民族与东南亚民族的历史关系进行完整的认识。
另外， 东南亚地区的南岛语民族不仅与我国南方的古代民族

有渊源关系， 而且在以后的发展历程中， 他们同中国的各民族，
尤其是中国的南方民族也一直有着极为密切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

方面的联系。 他们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一个组

成部分。 因此， 对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演变进行深入

系统的研究， 可以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发

展空间， 这有利于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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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进一步推动我们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

讲， 这一选题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实用价值。
总之， 南岛语民族的分布， 西自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 东

到南美洲外海的复活节岛， 北起中国台湾地区， 南抵新西兰岛。
分布在如此广阔地区内的南岛语民族各族群多元且复杂， 其文化

丰富且动态， 是人类学家、 语言学家与考古学家田野调查的重要

对象。 对这个民族群体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 是人文社会科学发

展的当务之急。 虽然学术界对南岛语民族的研究已有很长时间的

历史， 但是对这个民族群体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 大多

数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对南岛语民族起源的研究上， 对其扩散后

的分化、 形成与演变的具体过程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未涉足的领

域。 然而， 由于这个民族分布范围太广， 受研究条件的限制， 本

文只选取东南亚地区的南岛语民族来进行研究。 东南亚地区南岛

语民族的分化、 形成、 发展与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要把这个

群体中每一个具体民族的历史完全说清楚几乎不太可能。 本书尝

试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这一民族群体的发展轨迹进行宏观的探索。
希冀能够在探索其起源的基础上， 从宏观上对东南亚南岛语民族

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的论述， 使我们对这一重要的民族群体有更

多的了解。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学术界对于南岛语民族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众多

的研究课题中， 关于南岛语民族的起源与扩散的研究一直是一个

热点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 有多位中外学者从语言学、 考古学、
民族学或是体质学等角度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起源地及扩散模式的

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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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外研究现状

１． 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南岛语民族的研究最初是从语言学开始的， 迄

今关于南岛语民族起源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也是语言学的方法。
苏瓦迪士 （Ｓｗａｄｅｓｈ） 在讨论语言学家如何重建史前史时， 认为

主要有三个方向： （１） 建立语言间共同起源及其后续分裂的事

实； （２） 发现语言间传播的特征 （如语音、 语法结构以及词

汇）； （３） 重建较早时期语言的词汇， 以帮助我们了解史前文化

所处的自然环境及文化内涵。① 因此， 西方语言学者对南岛语族

起源地区和年代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 即： “语系的分群以及

语群的层次关系的断定； 词汇统计年代学的研究； ‘原南岛语’
的拟测及显示的早期文化。 前两种研究方法是相似的， 都是使用

某一约定的词汇表比较这个语系之下数百种的语言， 依其间同异

的程度 （即共有词汇的百分比） 加以分群， 然后推测哪些群较

早， 哪些较晚。 使用词汇统计年代学的学者则进一步根据共有词

汇的百分比推断同系的两种语言开始分家的绝对年代。 第三种方

法是根据现代南岛语言中词汇的分布将南岛语系的祖语即原南岛

语拟测出来， 看它包含什么样的文化内容和环境内容， 然后去找

某个古代文化地理区域来印证。”②

一百多年以来， 尤其是最近三十多年间， 西方语言学家主要

依据这些语言学的方法， 针对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这个问题，
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起源地及扩散模式的假说。

爱德华·萨皮尔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ｐｉｒ） 认为可以由有亲缘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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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地理分布来推论民族迁移的历史与方向； 语言最分歧的地

区也就是这个民族的古代居留中心。① 这个观点被南岛语言学家

戴恩 （Ｉ． Ｄｙｅｎ） 用来研究南岛语民族的起源。 他在 《语言的分

布和民族迁徙理论》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中对此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后来他在 《南岛语言的词汇

统计分类》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大洋洲语言学里的南岛语和原南岛语》 （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ｏ⁃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Ｏｃｅａｎｉａ） 等文中， 采用苏瓦迪士 （ Ｓｗａｄｅｓｈ） 的 ２００ 个基本词

汇， 运用词汇统计学的方法来判断不同语言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分

支的年代。 通过对南岛语的比较研究， 戴恩发现今南岛语中有三

个地区的语言变异、 复杂性程度最高， 这三个地区是中国台湾、
苏门答腊和新几内亚岛， 其中尤以新几内亚岛语言的总数最多，
因此， 戴恩认为新几内亚岛是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地。

荷兰学者柯恩 （Ｈ． Ａ． Ｋｅｒｎ） 指出要研究起源地， 可以从植

物群及动物群中找到民族起源地区的证据， 尤其是在某种气候范

围内才能找到的植物群与动物群。 他在 《推定马来－波利尼西亚

语民族起源地的语言学证据》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Ｐｏｌｙｎｅｓ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一文中， 比较了遍布于各地区的一百多种南岛语言，
拟测出了南岛语词汇。 柯恩拟测出的原南岛语词中包括动物和植

物成分的有： 甘蔗、 椰子、 香蕉、 竹、 苇、 稻米、 黄瓜、 红薯、
荨麻、 芋头、 毒鱼药、 沙鱼、 章鱼、 龙虾或大虾、 海龟船、 蚊、
蝇、 房屋、 虱卵、 蛾子或壁虱、 蜘蛛、 鼠、 狗、 猪、 鸡、 苍鹭、
鳄鱼、 水牛、 黑毛猴、 猿等。 根据这些词汇所反映的内容， 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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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古南岛语的起源地应在热带地区， 而且是在海边。 他推定南

岛语民族的起源地可能在印度尼西亚或中南半岛的东岸， 北不超

过北回归线， 南不超过爪哇， 最可能是在中南半岛的海岸。
除了柯恩外， 其他语言学家对南岛语也进行了拟测。 他们所

拟测的原南岛语族文化有基本的共同性： “最早的原南岛语族的

老家应该是热带的海岸地带， 当时住民已有农业 （芋、 薯、 稻

米、 粟、 果树）， 但也有狩猎和渔捞， 有陶器， 有石、 木、 竹

器， 有纺织， 有干栏屋， 有树皮布， 大量使用蚌贝， 有发达的航

海技术和造船工业”①。
法国语言学家欧追古 （ Ａｎｄｒé Ｇ． Ｈａｕｄｒｉｃｏｕｒｔ ） 在 “ Ｌ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ｓ Ｌａｎｇｕｅｓ Ｍａｌａｙｏ⁃Ｐｏｌｙｎｅｓｉｅｎｎｅｓ” 一文中认为

古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地是在亚洲大陆东南沿海一带， 介于海南岛

和中国台湾岛之间。 这个区域比中南半岛更靠北一些。 他的两个

主要理由是： （１） 南岛语言的最有歧异和存古现象最多的是在

这个地区； （２） 南岛语言和华南、 北越、 海南等地的各种语言

有关， 这种关系可能是亲属的或是移借的。
理查德·舒特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ｒ． Ｓｈｕｔｌｅｒ） 和杰弗里·马尔克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Ｃ． Ｍａｒｃｋ） 在 《关于掌握农耕技术的南岛语民族的流散》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ｓ） 一文中认为

傣、 卡岱 （Ｋａｄａｉ）、 南岛的共同母语的起源地在亚洲南部， 即华

南与中南半岛北部一带。 公元前 １００００ 年， 这三个语群的共同母

语社会 （Ｐｒｏ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可以跟和平与绳纹陶文化连起来。 公

元前 ９０００ 年后， 从母语中分裂出一支， 即古南岛语民族可能就

已经迁移到中国台湾岛了。 古南岛语民族的最有可能的起源地是

我国的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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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岛语言学家罗伯特·白乐思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ｌｕｓｔ） 在 《南
岛语的故乡： 语言学的视角》 （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一文中根据南岛语分群和词汇所反映自然

环境的比较证据， 认为大约在公元前 ４５００ 年的时候， 原南岛语

分化为中国台湾和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中国台湾是南岛语的起

源地， 至少非常接近这个起源地。 他的论证建立在以下两个基础

之上： （１） 台湾地区的语言占整个南岛语系的四大分支的三支，
因此这个地区的语言最有分歧， 也最有可能是原始居留地； （２）
最新最全的语言资料显示古南岛语民族日常生活所接触的动植物

都见于中国台湾岛上的各种地形和气候。 古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地

大概在温带， 而不是柯恩所说的热带地区。
本尼迪克特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在 《泰、 卡岱、 印度尼西亚语： 东

南亚的一个新联盟》 （ Ｔｈａｉ， Ｋａｄａｉ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Ａ Ｎｅｗ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和 《一张词根表里的澳泰语言和文

化》 （Ａｕｓｔｒｏ⁃Ｔｈａ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ａ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ｆ Ｒｏｏｔｓ）
等文章里提出了澳泰 （Ａｕｓｔｒｏ⁃Ｔａｉ） 假说， 他认为南岛语与澳泰

语之间有亲缘关系， 这两个语族在中国南方分离后， 古南岛语族

向岛屿移动， 形成后南岛语的祖先。
达雷尔·特莱恩 （Ｄａｒｒｅｌｌ Ｔｒｙｏｎ） 在 《原南岛语和南岛语的

主 要 分 支 》 （ Ｐｒｏｔｏ⁃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 一文里推测最早的南岛语是起源于华南， 在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 年前迁移到台湾地区。 然后从台湾地区移向菲律宾，
并遍布菲律宾群岛。 此后， 又从菲律宾向西南移入婆罗洲， 以及

苏门答腊和爪哇， 并有小的分支进一步扩散到马来半岛以及越南

和高棉东部； 向南移入苏拉威西， 从那里， 再分为两路： 一路进

入斯兰岛 （ Ｓｅｒａｍ） 和帝汶地区， 另一路进入哈马黑拉岛

（Ｈａｌｍａｈｅｒａ） 和伊里安 （Ｉｒｉａｎ Ｊａｙａ） 等地区。
除了单纯语言学框架下探寻南岛语民族起源论外， 国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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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利用民族学、 体质人类学、 考古学等方法来研究南岛语民族的

起源。 这方面涉及范围广泛， 研究成果众多。
美国人类学大师克罗伯 （Ａ． Ｌ． Ｋｒｏｅｂｅｒ） 在 《菲律宾的民

族》 中提出了 “东南亚古文化圈” 概念， 并总结了东南亚古文

化圈的文化特征。 克罗伯指出， 在今菲律宾、 印尼群岛、 阿萨姆

及中南半岛等地， 保存着相同的文化特质， 这些共同的文化特质

组成了东南亚古文化。 克罗伯对东南亚古文化圈共同文化特质的

描述代表西方早期人类学者对东南亚南岛语人群的认知。
威廉·Ｇ·索尔海姆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 Ｓｏｌｈｅｉｍ） 在 《努散陶假

设： 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和扩散》 （Ｔｈｅ Ｎｕｓａｎｔａｏ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一文中，
从考古学的而言， 推论出南岛语基本上是一个贸易语言， 最早源

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和印尼东北一带。 这里的居民， 由于更新

世纪结束后的海平面上升使许多陆地变成了岛屿， 而被迫增强了

航海的能力， 以维持与亲族或家乡的联系。 大约在公元前 ５０００
年， 这些说前南岛语的航海民族开始向菲律宾棉兰老、 米沙鄢

（Ｖｉｓａｙａｎ） 和吕宋岛南部拓展。 在公元前 ５０００ 年—公元前 ４５００
年间， 到达吕宋岛北部、 中国台湾岛和华南沿海， 并发展出原南

岛语。 他们除了沿着华南海岸向南经越南沿海扩散到沙捞越、 婆

罗洲和印尼东部海岸一带， 向北可能扩散到韩国和日本， 并继续

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菲律宾北部接触。 此时， 南岛语已发展成一种

贸易语言。 所以索尔海姆认为南岛语族其实是东南亚岛屿的土

著， 其最早的源头可能是在印尼的东北部和菲律宾南部一带。
彼得·贝尔伍德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ｌｌｗｏｏｄ） 在 《印度—马来西亚群岛

史前史》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一书中依据

考古证据并结合语言学的观点， 来研究南岛语民族的起源。 在该

书中贝尔伍德采用本尼迪克特的澳泰假说， 认为南岛语族的最终

起源在中国南方， 而中国台湾则为南岛语族向海洋发展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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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在新版的该书中， 对于南岛语族的起源仍保持类似的看法，
但他采用的语言学架构则改为白乐思的南亚 （Ａｕｓｔｒｉｃ） 假说， 同

时更进一步指出造成南岛语族扩散的主因是采用稻米耕作技术后

产生的大量移民。
另外， 贝尔伍德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南岛语族的起源问

题， 比如： 《太平洋地区的人类》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印度－马来西亚群岛史前史的新观点》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关于南岛语起源的假设》 （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ｓ）、 《东南亚南岛语史前史： 起

源、 扩张和转变》 （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等。 在这些文章里， 贝

尔伍德依据更新的考古资料， 并参酌其他语言、 人类学和生物、
地质等自然科学的资料， 认为南岛民族的祖先是居住在大陆东南

沿海的新石器时代的农民， 由于谷类农业的发展， 造成了人口的

增长， 因而需要新的土地从事农业， 于是从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开始，
他们向东南亚的海岛扩散。 大约在公元前 ４０００—公元前 ３５００ 年

的时候， 他们首先到达中国台湾岛； 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原南岛民族

继续扩散到菲律宾北部， 而到了公元前 ２５００—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
南岛民族已经占据了东印尼群岛， 并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狩猎和采

集族群。 到了公元前 １５００ 年以后， 操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族

群开始进入美拉尼西亚西部， 并继续通过美拉尼西亚， 进入波利

尼西亚西部。 至公元 １０００ 年之时， 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

群岛中的大多数岛屿都已被南岛民族所占据。
著名的考古人类学家 Ｈ·Ｏ·拜也 （Ｈ． Ｏ． Ｂｅｙｅｒ） 教授

１９４８ 年在 《菲律宾和东亚考古》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一书中初步阐述了东亚大陆与太平洋群岛土著文化

的空间联系。 他主要依托石器形态的类型学研究， 重建东亚大陆

与东南亚、 大洋洲群岛土著文化的联系。 拜也认为最初原始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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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柄石锛发现于华南大陆和我国台湾， 传到吕宋岛发展成高级型

的菲律宾式的有段石锛， 最后才传播、 发展为夏威夷和东波利尼

西亚的型式。
张光直在 《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 （载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三联书店， １９９９ 年） 一文中认为： 中国

台湾地区土著各族所操的南岛系统语言彼此差异很大， 语族分群

众多， 说明台湾地区是整个南岛语民族最早起源地的一部分。 向

上推溯四五千年的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原南岛语民族的祖先。 他

还以大坌坑文化的特征来衡量大陆东南的史前文化， 将福建沿海

的富国墩类型视为大坌坑文化的同类， 由此他推断大陆的东南沿

海地区也是南岛语民族的最早起源地。 张光直将南岛语族最早的

源头指向闽台两岸的大坌坑文化和富国墩类型。
近年来， 遗传基因的分析已被用来探讨人类的演化及族群来

源、 分布、 移动和血缘关系等问题。 关于南岛语民族的起源问

题， 也有学者从遗传基因的角度来给予分析。 比如， 宿兵等人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９７ 卷 １５ 号刊

发表的 《从 Ｙ 染色体看波利尼西亚族群的来源》 （ Ｐｏｌｙｎｅｓ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一文， 该文依据中国台

湾地区、 东南亚、 美拉尼西亚、 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等地的

３６ 个族群， 总共 ５５１ 个男性样本的 Ｙ 染色体的分析结果， 发现

据 １９ 个多能性对偶基因分布上的单倍数 （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ｓ） 资料显

示， 台湾地区南岛族群的单倍体完全不见于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

尼西亚， 而台湾地区、 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南岛族群的单

倍体却都出现于现生东南亚的南岛族群当中。 这个结果反映出：
波利尼西亚的南岛民族并非如过去许多学者所推论的是源自中国

台湾地区， 而是源于包括华南在内的大东南亚范围， 以岛屿东南

亚做为中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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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其他关于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研究

东南亚的南岛语民族是东南亚地区， 尤其是东南亚海岛地区

的一个重要民族群体， 自然也就吸引了国外诸多学者对这个民族

群体的关注。 人们除了对这个民族群体的起源与扩散进行研究

外， 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
人文学者关注 “南岛语族” 问题起于 １９ 世纪中、 后期西方

人类学家的 “殖民地研究”。 ２０ 世纪， 西方人类学者对东南亚地

区的族群有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他们的田野调查、 旅游见闻等

研究成果使人们对东南亚当地的族群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这

样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本：
理查德·温斯德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ｎｓｔｅｄｔ） 在 《马来人： 一部

文化史》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ｓ－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一书里对马来人

的起源、 宗教信仰、 政治、 司法、 经济、 文学、 艺术等方面进行

了简单的介绍。
费伊·库珀·科尔 （ Ｆａｙ Ｃｏｏｐｅｒ Ｃｏｌｅ） 的 《马来西亚的民

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一书是本人类学著作。 该书

对马来半岛、 婆罗洲、 菲律宾群岛、 巴厘、 爪哇、 苏门答腊等地

方的不同族群进行了描述。
佛兰克·勒巴尔 （Ｆｒａｎｋ Ｍ． Ｌｅｂａｒ） 在 《东南亚海岛地区的

民族》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ａｒ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里对东南亚

海岛地区的不同族群和文化进行了调研。
Ｒ·Ｍ·昆特雅拉宁格拉特 （ Ｒ． Ｍ． Ｋｏｅｎｔｊａｒａｎｉｎｇｒａｔ） 的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民族和文化介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总结了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居民的历史， 描述了各个不同族群文化的多样

性。
蒂莫西·巴纳德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Ｐ． Ｂａｒｎａｒｄ） 主编的 《挑战马来

特性———跨界的马来人认同》 （㊞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ｌａｙｎｅｓｓ—Ｍａｌ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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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一书是本有关马来人研究的论文

集。 在该论文集中， 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马来人的分布、 起

源、 形成、 矛盾冲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特鲁曼·斯门竹塔克 （Ｔｒｕｍａｎ Ｓｉｍｑｎｊｕｔａｋ） 等人编的 《南岛

语民族的流散与印尼群岛的民族语》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一书也是本论文集。
该论文集包括了 ２８ 篇会议论文或摘要。 有关学者和专家从古气

候学、 古地理学、 古人类学、 人类学、 遗传学、 考古学等角度探

讨了南岛语研究的新成果。
安东尼·米尔纳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ｉｌｎｅｒ） 的 《马来人》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是一部研究马来人的作品。 米尔纳探讨了马来人认同

的形成、 早期的历史发展、 创造的伊斯兰文明等问题。
伦纳德·安达娅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Ｙ． Ａｎｄａｙａ） 在 《同一棵树上的树

叶———马六甲海峡的贸易和民族》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Ｍｅｌａｋａ㊣） 一书里从历史学的

角度探讨了马六甲海峡两岸几大重要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安达娅

认为马六甲海峡地区的国际贸易的存在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３． 有关历史著作

南岛语民族的先民扩散到东南亚后， 对于其在东南亚地区的

发展与演变，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国外的研究成果还不多

见。 但国外有许多历史著作， 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

值养分。 这些与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发展演变相关性的历史著作

主要有： 彼得·贝尔伍德的 《印度 －马来西亚群岛史前史》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ｌｌｗｏｏｄ，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林达·诺伦·莎菲尔的 《１５００ 年前的海岛东南亚》 （Ｌｙｎｄａ Ｎｏｒｅｎｅ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ｏ １５００㊣）、 窦噶德·Ｊ·Ｗ·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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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利的 《东南亚的早期文明》 （Ｄｏｕｇａｌｄ Ｊ． Ｗ·ＯＲｅｉｌｌｙ， ㊞Ｅａｒｌｙ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佛吉尼亚·马西森·胡克的

《马来西亚简史》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Ｍａｔｈｅｓｏｎ Ｈｏｏｋｅｒ，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巴巴拉·沃森·安达娅和伦纳德·安达娅的 《马
来西亚史》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Ｗａｔｓｏｎ Ａｎｄａｙａ ａｎｄ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Ｙ． Ａｎｄａｙ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尼古拉斯·塔林的 《剑桥东南亚史》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Ｔａｒ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大卫·Ｐ·钱德勒的 《寻找东南亚： 一部现代史》 （Ｄａｖｉｄ Ｐ．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Ｃ· 里克莱夫斯的 《公元 １２００ 年以来的印度尼西亚现代史》
（Ｍ． Ｃ． Ｒｉｃｋｌｅｆ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ｓｉｎｃｅ ｃ． １２００
㊣）、 史蒂文·德雷克利的 《印度尼西亚史》 （Ｓｔｅｖｅｎ Ｄｒａｋｅｌｅ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罗伯特·普林格尔的 《巴厘简史》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ｒｉｎｇｌｅ， ㊞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ａｌｉ㊣）、 Ｆ·兰达·邹卡耨

的 《菲律宾史前史》 （Ｆ． 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 特奥多罗·Ａ· 艾苟西罗和米拉格罗斯·Ｃ·格雷罗的

《菲律宾人史》 （Ｔｅｏｄｏｒｏ Ａ． Ａｇｏｎｃｉｌｌｏ ａｎｄ Ｍｉｌａｇｒｏｓ Ｃ．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ｌｉｐｉｎｏ Ｐｅｏｐｌｅ㊣） 等。 这些历史著作， 不论是地区

史， 还是国别史， 都从不同角度、 不同方面讲述了东南亚地区，
尤其是东南亚海岛国家的历史， 为研究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发展

演变提供了背景资料。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也有过研究， 主要以林惠祥、
凌纯声、 徐松石等人为代表。 他们站在大陆文化基底的立场上，
从民族学、 考古学、 语言学、 体质人类学等角度先后论述了东亚

大陆、 台湾地区、 东南亚群岛土著民族文化的源流关系， 将大陆

东南的 “百越” 及其先民文化确定为南岛语民族的祖先。
林惠祥在 《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 《南洋马来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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