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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绪 论

自然、历史与人文视野中的“东南”

人类的起源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作用，文化

的生态史观是现阶段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我国，自史前

至历史早期的民族文化千姿百态，谱系繁复而又统一。形成这种统一而

又多样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自然地理统一体中不同层次的分

域结构。

我国的东南是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地理范围包括以长江下游的鄱

阳湖、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平原与盆地地带，钱塘江、瓯江、闽江、九龙江、

韩江、珠江等诸河流域所在的沿海丘陵与山地地带，及毗连的台湾等岛

屿，即今行政区划上的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上海、台湾、海南，及

苏、皖等省的南部。

东南地区既是统一而多区划的我国自然地理体系中相对独立的分

域，更是早期人文、历史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特殊环节。东南地理的特殊

性体现在与早期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地貌、土壤、气候、动植物种群

等生态因素上，这一分域特点自更新世以来就已经基本定型，成为史前

至历史时期南方民族文化相对独立于中原华夏之外的重要背景。在我

国历史早期，“东南日扬州”。东南土著民族文化经过了若干阶段性变

迁，反映在汉文史籍中即传说时代的“三苗”、商周时期的“七闽”和“八

蛮”、东周秦汉时期的“百越”民族、汉末六朝“遁逃山谷”的“山越”与“溪

峒”，从此东南历史才真正纳入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统一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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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人文意义上的“东南”

作为我国自然地理区划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域，东南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状况就是这里的早

期土著人文内涵发育与发展的深刻的自然历史根源。

一、中国自然地理区划中的“南方”

我国大陆本土地处欧亚板块东部、太平洋西岸，四界基本上均有大山、荒漠、海洋与周边地区相

对隔离，形成统一、独立的自然地理基础。同时，各地生态环境又表现出复杂的分域特点，东西之差、

南北之异形成了多层次的自然区划体系。

东部季风区和西部内陆区是我国自然地理的两个最基本区划。东部季风区即通常所说的“东

部”，从东北到岭南，平原、盆地、丘陵、低山相间，受到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季节性影响，

气候湿润，森林植被发育，适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是古今人文繁荣的主要区域。在这里，纬度差导

致南北分域差异，为各民族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不同的适应机制。特别是从华北到华南这一我国史

前文化繁荣发展、农耕文化最早发生、国家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分别以长江干流和黄河干流为中

心，形成北方、南方两个主要分域。其中“北方”自然区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就是传说时代三大部

落集团中炎黄、东夷文化的活动地区，“南方”自然区所在的长江干流及其以南大致相当于苗蛮集团

活动区。

在地貌上，南方地区以山地、丘陵、盆地、河网和湖泊相间为特点。这里是我国地表水资源最丰

富的地区，广布酸性红壤，适合水稻、柑橘、香蕉、荔枝、龙眼、橡胶、咖啡、茶叶等作物生长。而北方地

区则以大面积的平原和高原为主，地表水不足，广布碱性黄土和次生黄土，适于小麦、荞麦、玉米、高

粱、谷子、油菜、芝麻、棉花等作物生长。

湿热的亚热带、热带气候是造成南方自然生态特点的主要原因。由于纬度低且濒临东海、南海，

南方 之间，热量丰富， 以上积温为全年 以上；降水量最年平均气温在

为丰富 毫米。而北方地区因纬度高，各种气候因素指数明显低于南方，年均，年降雨量

温仅 以上积温，热量尚足，全年 为 ，季节差别大，冬季寒冷，夏季炎热，

降水不足，全年仅为 毫米。

南方植被以常绿阔叶林和热带季雨林为特点，类型复杂多样，总量丰富。因受地貌、土壤、湿热

的气候环境影响，从江淮到岭南由若干渐变的地带性植被群落组成，即江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江南常绿阔叶林，华南沿海季雨林和雨林。在整个南方植被体系中，北部多我国特有的树种，往南多

亚洲，特别是热带亚洲、大洋洲成分。与南方这些个地带性常绿林植被景观显著不同，华北地区以暖

温带落叶阔叶林为特点。

在植被群落格局的直接影响下，南、北方动物种群资源也明显不同。南方地区是适应常绿林和

季雨林的“东洋界”森林、灌丛、草地、农田动物群，构成复杂，季节性生态现象不明显。华北地区则是



第 5 页

适应针、阔混交的“古北界”森林一森林草原、农田动物群，有明显的冬眠、暖季繁殖、数量优势、换毛

等季节性生态规律。

可见，在地貌、土壤、气候、动植物种群等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因素上，长江干流以

南的“南方”和以黄河干流流域为中心的“北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量地质、考古资料证明，

虽然自更新世以来发生过一系列的气候波动，引起全球性的自然生态变化，但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区

划格局，特别是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区域性生态差异是早已定型的。这一点最鲜明地表现在动、植物

种群地理的南、北格局上，现代南方“东洋界”动物群就是更新世时期华南的“巨猿、大熊猫一剑齿象

动物群”的延续，而北方的“古北界”动物群也可以在更新世华北“泥河湾一北京人一萨拉乌苏动物

群”找到渊源；在气候与植被地理上，虽然冰期期间曾使气候 个纬度，但至少自更带向南移动

新世晚期开始，秦岭一淮河一线已经成为我国南、北方气候与植被的分水岭。这种起于远古时代的

自然生态南、北差异，应就是史前至历史早期我国南方“苗蛮集团”民族不同于并长期相对独立于中

原文化圈之外的重要原因（图

图 中国自然地理区系与人文谱系位置关系

二 “、东”之异、南方地理中的“西”“、中”

在以复杂、多样为特点的“南方”生态中，纬度、地势、海陆位置差别还造成了进一步的自然地理

差异，其中地势、海陆位置差别所造成的自西向东的分域格局尤为突出。

南方地理中的东西分域的主要界限在川鄂、湘黔省界一带的巫山、雪峰山一线，形成三个地理

分区。该线以东广阔的大东南区域内，分别形成长江中游所在的“华中”和长江下游以南沿海所在的

“东南”两个地理分区；该线以西为长江上游和西江上游流域所在的“西南”区。南方自然地理的这种

西、中、东差异表现在 地貌上，华中和东南区域的丘陵、低山、平原相间的地貌组合处于我国三

级地势结构的第三阶梯上，西南区域的高原、盆地相间的地貌组合处于第二阶梯上。 海陆位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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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上，东南地区受海洋影响强烈，气候最温暖，雨量最充沛；西南地区地势高且受海洋影响较小，

较之中部、东南部同纬地区气候的大陆性倾向加强，高原山地空气干燥，均温和积温都较低，且季节

受地貌与气候的制约，东、西间的物种资源差别也很大，西差别大。 部植被受海拔高低影响而垂

直变化明显，除热带、亚热带的常绿林外，混交较多半绿、落叶、针叶、藤刺、灌丛、山地草坡等喜凉植

被；东部植被则相反，垂直差别小，热带、亚热带种群比较整齐，是我国野生动植物种群的多度和丰

度最高的区域。由于南方自然地理中西部与中、东部之间明显的生态差别，有些自然区划方案也将

西南地区从南方亚区中划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亚区看待。

南方地区的西、中、东分域，正与我国古代苗蛮集团不同支系的活动区域相吻合。西南地区是巴

蜀、百濮、西南夷的活动畛域，华中地区是荆楚民族的地带，东南地区则是百越及其先民的生存地。

汉文史籍从很早起就关注南方、东南生态特殊性对人文的影响。《后汉书 南蛮列传》载传说时

代的南方地区“所处绝险，人迹不至”“；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描述的就是湿热的东南山地丘陵环

境的 禹贡》：扬州“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也是特殊性。《尚书

上古东南热带、亚热带风土物产的写照。《周礼 职方氏》载东南“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吴越春

秋 阖闾传》所记“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所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

说的都是东南生态地理与北方中原的巨大差异。

三、“东南”地理内部的条状分域

在长江下游以南的东南地理内部，因南北间纬度差、地貌分布格局以及海陆位置的不同，又形

成了区域内部规律性的自然生态差异，集中表现为大致北东一南西向的若干条块分域上。

首先，具有深刻的地质构造背景的主要地貌单元的规律性分布，形成了自然地理条状分域的主

要基础。东南区的平原、丘陵、山地等基本上都按北东一南西方向排列，这源于二列基本平行的地质

隆起带和二个拗陷带，就是武夷 南岭为主干的东南沿海山地和包括台湾在内的环西北太平洋岛

弧二个构造隆起带，它们自新生代以来基本处于不断隆起状态。其间相对的是包括赣鄱平原一长江

三角洲在内的长江中下游拗陷带，和包括浙一闽一粤沿海及相连的东海一台湾海峡在内的东南沿

海平原、陆缘海域拗陷带。这基本平行的两列隆起和两列凹陷形成东南陆区地形、地貌的三列小分

域，即内列的长江下游平原、江河湖网与盆地区，中列的东南山地与沿海丘陵，外列的台湾、海南等

沿海岛区。地形、地貌上的这种分布格局直接影响到河流走势，形成东南水系分布的三大体系，即赣

鄱、太湖等长江下游水 江、闽江、九龙江、韩江、珠江等东南沿海诸河流域，海南、台湾系，钱塘江

等岛屿水系。

其次，因纬度差别，造成区域气候的南北变化，从长江下游平原至海南岛依次为北亚热带、中亚

热带、南亚热带、和边缘热带气候。同时还很大程度上受前述地貌分布格局和海陆位置的影响，东部

沿海近岸地带受海洋季风的强列影响，气温、降水等主要气候因素明显高、大于西部离岸内陆，特别

是武夷一南岭隆起带两侧地区的气候差别更明显，使得东南区气候带沿海一侧明显北移，离岸内陆

一侧明显南移，造成气候区划北东一南西的条状块，与前述东南平原、丘陵、山地等地貌因素分布及

河流、水系格局大体重合，呈现出大致同向的三列平行地带。内列是包括鄱阳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

在内的平原、盆地地区，属于北亚热带， 以上 ，降水量积温 毫米以上，东部

毫米，植被以常绿和落叶混交的阔叶林为特点三角洲可达 。中列是东南沿海山地、丘陵地区，

属于中 毫米，以常绿阔叶林为特、南亚热 以上积温可达带， ，降水量

点。外列 以上积温达是沿海平原、岛屿地区，属边缘热带、中热带， ，降水量达

、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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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以热带季雨林为特点。

这种大致呈北东一南西方向的条状分域格局，造就了东南区内部自然地理的两种不同的倾向

性差异，即与海洋环境直接相连的沿海山地、丘陵及相间小平地地带，和与内陆腹地环境直接相连

的江南平原、盆地地带。

总之，在我国这个自然地理大单元中，东西之别、南北差异构成了多层次的自然生态区划体系，

这是经过了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形成的。其中，分别以黄河干流和长江干流为中心的“北方”和“南

方”之间的综合生态差异，更是始终伴随着华夏（炎黄一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长期共存、相对独立

并各自创造着不同民族文化体系的全过程。东南地区是一个生态环境非常独特的南方分域，在我国

早期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谱系结构中，居于东南的百越及其先民创造了内涵独特、传统深厚、支系

繁多的民族文化，也同样与东南区域内部自然地理的条块分区密切相关。

四、历史人文意义上的“扬州”与“东南”

人文地理上的“东南”概念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华夏文明中心思想。从传说时代以来，在我国人

文关系史上逐步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心及外围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样一个粗放的民族分布格

局的认识。位于中央的华夏即“中国”，即九州中的冀州、豫州、兖州等，位于长江下游以南的我国东

南地区为扬州，《周礼 职方氏》语“东南曰扬州”。

华夏对中国以外四邻人文关系的认识是逐步由“中央”向外推进的，对东南民族、地理的认识也

由北向南经历了一段过程。所以早期人文中的“东南”“、扬州”域所指并不同一。最初的“东南”界域

只是靠近中原的东南北部，后来才扩展到东南全境。

夏商时期，东南“扬州”仅仅包括江淮间的狭小地域。《尚书 禹贡 既猪，》载“：淮海惟扬州；彭蠡

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错。厥

贡惟金三品，瑶琨涤荡，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

泗。”邵望平也说，《禹贡 九 年州”风土仅与考古发掘所见“周汉寒冷期到来之前，即公元前第

间中华两河流域人文地理”相符，就是说夏商时期华夏的人文地理知识仅限于黄河、长江的干流流

那么，夏商时“扬州”就只是靠域。 近中原中心的东南北部地带。正如顾颉刚在《禹贡注释》里所说：

“在禹贡里，东南方只到震泽（今太湖）”“，从淮水以南直到东海，跨今苏皖两省的南部以及江西省的

东部、河南和湖北的东边一角，唤作扬州”。

随着华夏的人文地理知识向周边地区的不断扩展，九州的畛域才逐步扩大，约周代开始“扬州”

才是指东南全境“。东南”之称始见于《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

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东南曰

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

鸟兽；其谷宜稻”。可见，周初的“扬州”已越过江淮，包括有“八蛮、七闽”等东南人文。

《吕氏春秋》曰“：东南为扬州，越也”“；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说明战国以来“东南”“、扬州”“、百

越地区”所指已是同一空间位置，相当于今东南全境。

所以，后世学者考《禹贡》“扬州”地理，说“北距淮，缘边与徐、豫界；西缘义阳以东连山，至湖北

黄州，包江西与荆为界；南跨岭南，全制交、广，以海为界；东滨海”。与今东南地理约同。 这只是两

周以来才形成的人文区划格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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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绳武主编：《中国自然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年版。

高等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自然地理》，人民教育出版社 年版。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中国东南：早期历史与考古文化》，《东 辑，厦门大学出版社南考古研究》第

年版。

邵望平：《 集，文物出版社 年〈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集》第 版。

汪士铎：《〈禹贡〉扬州疆域考》，见《汪梅村先生集》卷 ，转引自贺云翱：《历史上“东南”地域考》，见《历史与

文化》，中国人事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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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史籍中东南土著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虽然东南早期土著具有本民族自身特殊的语言文字，民族史学者也希望从东南考古文物中探

寻东南民族文字的踪迹，但迄今还远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只能说，现有认识中的东南土著还

是缺乏本民族自身文献历史的“史前”民族。

商周以来，随着中原华夏政治与文化向周边地区，包括东南地区的逐步扩展，华夏民族对周边

人文的认识逐步加强，并不同程度地予以记述，东南土著的历史文化也开始零星地出现于《尚书》、

《周礼》的一些段落中。秦汉以来，随着汉民族向东南地区的扩张和融合步伐的加快，汉文史籍中对

东南民族的记述更加详细，出现了《史记》中的吴、越“世家”和东、南越“列传”等系统篇章。在研究东

南土著民族的历史文化时，这些站在“异文化”角度上的“民族志”式的汉文史籍，仍是目前主要的

“文献”依据。

汉文史籍告诉我们，先秦东南土著民族文化的发展非常复杂。大致可以这样说，传说时代是苗

“蛮集团的东支 三苗”，商周时期是诸“蛮”，东周以后出现“百越”。

一、传说时代以来南蛮集团中的“三苗”

在 禹贡》所示九州疆域中，直中国文明初期，华夏向四邻扩展与融合的节奏相当缓慢，《尚书

到夏商时期仍主要限于黄河、长江中下游之间的平原一带。由于早期华夏对南蛮的知识受地理限

制，出现于汉文史籍中的南蛮支系也仅限于靠近华夏的南方北部一些部族。

史籍中东南最早的民族是传说时代至夏代的“三苗”。《帝王世纪》载：帝尧时“诸侯有苗氏处南

坠形训》载“：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獾兜国民，裸国民，蛮而不服”；《淮南子 三苗民⋯⋯”

南中志》西南地从排列顺序看，结胸民、羽民是西南民族，大致是《华阳国志 区的“哀牢夷，皆穿胸”

和铜鼓图像上的“羽人”。獾兜、裸国民约为华中山地民 尧典》、《孟子 万章》有“放獾兜于，《尚书

崇山”语，徐旭生先生指出这是舜、禹南征三苗时，獾兜居于两湖西部山地的情形；俞伟超先生考崇

山 这样，三苗则无疑就是东南的原始民族。在临澧县和澧县以西山地，并推为先楚文化。

《史记 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以

变西戎。”但三 魏策》载“：三苗之居，左彭蠡苗并没有被舜悉数西迁，禹时仍强大于东南。《战国策

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彭蠡即鄱阳湖一

带，衡山在江北某处而非今湖南衡山，文山尚不可定，但可明确禹时三苗的活动区域东西仍在鄱阳、

洞庭两湖之间。就是说，三苗大致活动于东南地区的西北一角。

这样，“三苗”即可追述为汉文献中东南地区最早的先民。当然，三苗并非先王时期东南先民的

全部，只是因三苗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地区的西北一角，最靠近中土、最早与华夏文化接触才率先出

现于汉文史籍的。所以不能否认那时彭蠡以东、以南的沿海丘陵山地的文化存在，只是因为那些地

处天崖海角的原始文化远离中土，在传说时代还罕为华夏所认知。但到了商周时期，情形有了很大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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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周时期的“七闽”与“八蛮”

商周时期，随着南北间政治、军事与文化关系的发展，华夏对东南人文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拓展。

代之先前仅有的“三苗”，汉文史籍中“新增”了“十蛮”“、越沤”“、七闽”“、八蛮”等东南民族成分。这

些“新”成员，实际上都是东南固有土著，只是在“三苗”时代末为华夏所知。

商代，华夏对东南民族 王会的认识有明显的进展，不再限于先前小范围的“三苗”。《逸周书

解》“：伊尹朝献商书，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

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

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正南瓯、邓、桂国、产里、百濮、九菌⋯⋯”东部的“越沤”为汉文献中

明确出现的最早以“越”称谓的民族，应是江浙吴、越文化的先民“；十蛮”也是当时东南的土著民；南

面的“瓯 、骆越”的先民”推测即是后来岭南“西瓯 。

象胥》载“：象胥周代，汉文史籍中的东南民族更多了，区分更明确，地域范围更大。《周礼 ，掌

蛮、夷、闽、貉、戎、狄之国⋯ 职方氏》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国，以掌天下之地，辨周礼 其邦国都

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虽然四、八、七、九、五、六并非确数，但却说明华

夏对外围民族知识的进一步深化。从七闽后裔的闽越族的分布与活动区域看，《周礼》“七闽”应主要

指分布于福建一带的周代土著“，八蛮”约相当于“ 冬官考七闽”以外的东南，以至南方土著。《周礼

工记》载“：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 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也 《逸周书 王会解》载：”，

海内东经》载“：瓯 是大“东越海蛤，瓯人蝉蛇 山海经 居海中，闽在海中。”说明粤、吴、越

致共存于东南的民族，他们也都应该是周代以来开始为华夏所认识的东南土著。

可见，商周以来汉文献中的东南民族“增加”了，从先王时代的“三”苗增至“七”闽“、八”蛮。徐旭

生考苗、蛮二声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可知夏时的“三苗”到商周时的“十（八）蛮”，是华夏对东南

人文地理知识扩大的结果。商周以来，东南民族间的区分更加明确，超越笼统的三苗而有闽、吴、越、

粤、沤、瓯等具体的支系；地域扩大了，不仅限于靠近中土的彭蠡一带，而几乎扩展到东南全境。

三、东周秦汉时期的“百越”民族

战国秦汉时期，先前活动于东南地区的土 、粤、闽等逐渐从汉文献中“消失”，著诸蛮吴、越沤、瓯

（越）”“、南越”“、西瓯与骆越”“、干越”“、扬越代之而为“于越” 闽越”“、东瓯 ”等不同支系的“百越”

民族“。百 恃君览篇》曰“：扬”越族名最早见于《吕氏春 史记》、 等战国以来文献。如《吕氏春秋

汉之南，百越之际”； 《史记》沿用，如《秦始皇本纪》有“及到秦王⋯⋯南取百越之地”。

“于越”又称“越”，就是商代“越讴”的后裔。《春秋左传集解》“定公五年”语“于越入吴”，杜预解

“于，发声也”。《国语 鲁语下》载“：吴伐越，坠会稽。”说明于越是浙江北部的百越支系。

“闽越”“、东瓯（越）”合称“东越”，是福建、浙南间的百越支系。《史记 东越列传》载“：汉五年，

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

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号为东瓯王。”

“南越”“、西瓯与骆越”是岭南地区的越人支系。《史记 南越列传》载“：秦已破灭，佗即击桂林、

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

害，与长沙接境。“”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南越“其东闽越

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

“干越”是居于江西的百越一支。《荀子 劝学篇》语“：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生，长而异俗。”《史

记 货殖列传》载“：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太平御览 州郡部》引韦昭汉书

⋯”《

。”

。”《 、瓯、闽

“、

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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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干越，今余干县之别名。”有人便据此说干越是以江西余干为中心的越族支系。

楚世家》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还有“扬越”者，《史记 庸、扬粤，至于鄂 战国

策 秦策》“：吴起为楚悼王罢无能，废无用⋯⋯南攻扬越，北并陈蔡。”有人认为这支扬越人活动于

湘、鄂、赣交界一带。

从商周时期的“吴”“、越”“、粤 闽”等诸蛮文化，到战国以来的“于越”“、扬越”“、干越”、

“东瓯”“、南越”“、西瓯骆越”等百越，民族称谓上的这一规律性变化，透露着东南早期土著民族文化

变迁过程的重要讯息“。越”本是商周时期居于江浙一带的“蛮”族支系，而战国以来东南土著民族都

成为“越”的支系，这说明周秦间发生了因江浙“越”的迁徙并与各地原住诸蛮的融合、生成“百越”民

族的历史事件。商周以前的诸蛮文化发展水平不一，其中吴、越民族的文化成就最高，至少在周代已

有吴、越王国的建立，这就决定了在东南诸蛮内部的文化互动中，吴越民族处于优势地位，形成江浙

的吴越文化向东南其它地区扩展的原动力。文献中多有先秦“越族”向南散迁的事。《史记 越王句

践世家》载“：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越绝书 越绝外

传记地传》载“：楚威王灭无强，无强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

南山。”越人“滨于江南海上”“、走南山”，就包括了江浙以南广阔的东南地区。这里只是说越国灭亡

之后，于越臣民大量南迁的事件。实际上，由于吴、越的相继称霸和相互间的战乱，此前吴、越民族南

来迁徙东南的历史也是不难推断的。越族的迁徙及其与诸蛮的融合生成“百越”，在百越的族称上留

下了鲜明的印记，如原住福建的“七闽”与南来“越”族的融合生成“闽越”，浙南“瓯”与“越”融合生成

“东瓯（越）”，及南越、骆越、干越等。

四、汉末六朝以来的“山越”与“溪峒”

秦汉以来，中央王朝相继在百越故地推行郡县制度，并对百越民族采取内迁、同化政策。《史记

东越列传》载：建元三 “举国徙中国，乃悉众来处江淮间”；元封元年，又将闽越“其民徙年，将东瓯

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秦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和民族迁徙融合了百越民族的大部分。但尚有部分

越人逃避山里，成为东汉六朝以来活跃的“山越”。《宋书 州郡志》“：汉武帝世，东越反，灭之，徙其

民于江淮间，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 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

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

在唐宋文献中这部分人被称为“溪峒”“、峒僚”，就是现今的畲、瑶、黎等少数民族。南宋刘克庄

《漳州谕畲》载“：然炎昭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 苑苇极目，林箐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峒，

居，先朝思患豫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畲、曰黎、曰蛋，在漳曰畲。”梁绍猷《南海县

志》卷三十五“杂录”载“： 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也说“：峒岭表溪峒之民，号峒僚，古称山越。

僚，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明谢肇制《五杂俎》说“：吾闽山中有一种畲人，相传盘瓠种也，有盘、

雷、蓝三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

五、东南早期土著民族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东南早期土著民族文化是一个统一而多样的整体。土著民族文化的统一性，不但体现在一系列

既不同于中原华夏，又与南蛮民族的其他支系文化有别的文化特质和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上，还体

现在从三苗氏到百越间的内在源流关系上。周秦间，随着越文化的传播融合、百越文化的生成，东南

民族的统一性更得到了加强。但是，支系繁多与发展过程中多样变迁同样是东南土著民族史的一个

重要特点。传说时代的三苗、商周时期的诸蛮、战国秦汉的百越、汉末唐宋的山越与溪峒，既是东南

民族发展阶段性的表现，更是土著民族文化内涵变迁、融合历史的反映。从这一点上说，将东南土著

。”《

”、“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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