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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南岛语族是指目前语言类型属于南岛语系的民族，分布在包括东南亚、波利尼西亚、

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等在内的太平洋广大地区。国际学术界在过去数十年间，通

过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探讨其起源与迁移的问题，其研究结果将学者

们的视线转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此后，这一地区与南岛语族的关系便成为太平洋考

古学、人类学的关注焦点之一。其中，罗杰·达夫（Roger Duff）的石锛分类体系具有

重要影响。 

随着中国东南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考古材料不断丰富，针对石锛这一器

物的类型学分析、单个遗址石料产地分析等研究逐步开展。但由于中外学术交流的限制，

使得国内目前仍较为缺乏涵盖整个中国东南地区石锛材料所进行的相关研究。本文针对

这一问题，对福建沿海地区距今 6500-3500 年间考古学文化中的石锛进行类型学分析，

并与达夫石锛体系对比，发现这一地区的石锛分为符合达夫体系的类型与新类型两种类

别，并且呈现此增彼减的趋势；同时，石锛体型一直较为小巧，且前后差异不大。在对

其原因进行探讨后认为，通过这一研究，至少观察到了福建沿海这一个地区在新石器时

代人口向外流动和扩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最早可能开始于距今 6500 年前，扩散范围

至少达到了东南亚地区。结合其他学者过去所进行的研究及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

现今分布于太平洋广大地区的南岛语族最初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这一认知。 

 

关键词： 石锛；类型学分析；南岛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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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Austronesian is the nation that people speak Austronesian languages, which 

distributed in broad regions of the Pacific including Southeast Asia, Polynesia, Micronesia, 

Melanesia, etc. By studying in linguistics,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discussed the origin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s of the Austronesian. The results 

made the scholars set their sights to the Coastal Southeast China. After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area and the Austronesian become one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during the 

researches of the Pacific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Roger Duff’s adze system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Some researches about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adzes or source of stone tools in single site 

were launching progressively in pace with a lot of excavation works in Coastal Southeast 

China were proceeding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were enriching. But with the limitations 

of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China is lacking of 

relevant studies covering the adzes of the whole China Southeast area.  

In order to fill in the blank, I carried out the typ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stone adze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6500-3500 B.P.) in Fujian coast and compared to Duff’s system.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tone adzes，one is fitting to the Duff’s system and 

the other is brand new. These two types present a trend that the type fitting to the system is 

increasing while the brand new type is decreasing. Meanwhile, the sizes of stone adzes are 

small in the 6500-3500 B.P.By studing the causes, I think we at least observe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s and expansions of Fujian coast in Neolithic. This process may begin 

early in 6500 B.P. and people diffused into Southeast Asia. Combined with other scholars’ 

researches, in some extent, I think the study in my paper strenghthene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Austronesian seafaring originated in Southeast China. 

 

Key Words： Adzes；Topological Analysis；the Austrone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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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南岛语族”研究的学术史综述 

福建沿海地区，地处亚洲大陆东南、太平洋西岸，自史前时代开始，此地的先民就

和生活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族群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周汉时期的汉文史籍

将福建地区先民称为“闽越”，并将之作为东南地区“百越族群”的一部分；中国考古

学界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在福建沿海地区建立了一套较为清晰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国际

学术界则将该地区史前先民称为“南岛语族（Austronesian）”或“原南岛语族

（Proto-Austronesian）”。 

南岛语族，是指目前语言类型属于南岛语系的民族。语言学研究表明，南岛语系共

包含 1000-1200 种语言，人口约为 2.7 亿①，其分布范围东自太平洋复活节岛，西至印

度洋马达加斯加岛，北起夏威夷群岛，南达新西兰，包括台湾高山族人、东南亚马来人、

密克罗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等族群②。南岛语族是亚洲东南至大洋

洲海洋地带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共同体，是这一地区史前至历史时代民族文化长期互

动、融合的产物，它的起源、扩散是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广阔地域内自远古以来复杂的土

著民族文化演化进程的一个环节③。同时，这一问题是太平洋考古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也是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考古与太平洋考古的结合点④。 

南岛语族的发现和研究开端于历史语言学。1706 年，莱兰特发现了“南岛”地带各

种语言的亲属关系⑤。19 世纪，西方人类学家在“殖民地研究”中，因苏门答腊、加里

曼丹、爪哇等东南亚群岛一带的土著民族（即后来的“印度尼西亚人”、“马来人”）特

殊的语言文化而给予关注⑥。1836 年，洪堡特（W·F·von Hunboldt）使用“马来-波里尼

西亚语”来指称该语系⑦。随着亚太地区殖民地的扩张和对大洋洲土著文化认知的加深，

西方人类学家发现大洋洲上岛民们的语言也属于该体系，19 世纪末期，施密特

																																																								
①焦天龙：《东南沿海的史前文化与南岛语族的扩散》，《中原文物》2002 年第 2 期，第 14 页。	
②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82 页。	
③吴春明，曹峻：《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第 89 页。	
④焦天龙，范雪春：《福建与南岛语族》，中华书局 2010 年，第 2 页。	
⑤郭志超，吴春明：《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兼论“南岛语族”起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2 期，第 56 页。	
⑥吴春明，曹峻：《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第 86 页。	
⑦郭志超，吴春明：《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兼论“南岛语族”起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2 期，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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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chmidt）将之命名为“南岛语”①。夏威夷大学教授罗伯特（Robert Blust）于 1977

年提出的分群模式，是目前被世界上研究南岛语系的历史语言学家们广泛接受的一种学

说，即将台湾原住民的语言作为原南岛语系第一层次的分支，之后分裂为邹语群、泰雅

语群、马来亚-波利尼西亚语群和排湾语群，由此认为台湾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或发源

地之一②。虽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台湾仅相隔一个海峡，但由于现今该地区已没有说

南岛语系的人群，缺乏直接证据，因此语言学界一直未将中国东南沿海划入南岛语系的

分布圈内。实际上，在 20 世纪初期，以吴克德（K·Wulff）为代表的学者就认为南岛语

和汉泰语之间关系密切③。近年来，国内外语言学家的研究使得这一问题有了新进展。

法国东亚语言学研究中心的沙加尔（Laurent Sagart）在《汉语南岛语同源论》中对原始

南岛语和汉语进行比较，指出已有的证据说明两种语言之间有密切的发生学关系④。邢

公畹对汉语和南岛语的对比研究进行补充，重论二者间的发生学关系问题。罗美珍、邓

晓华等学者对汉语、壮侗语系和南岛语系的同源词研究表明，现今闽粤方言中保留了“南

岛语底层”成分⑤，操壮侗语系和南岛语系的人群在历史上曾是亲缘关系⑥。这些研究成

果都说明南岛语族的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考古学的结论一致。 

自 20世纪30年代起，考古发现和研究将学者们的视线转移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此后，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与南岛语族的关系便一直是太平洋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

关注的焦点之一⑦。1932 年，海因-格尔顿（R· Heine-Geldern）根据中国与波利尼西亚

群岛所共有的有段石锛这种器物，推测大洋洲古文化应该部分起源于中国，认为新石器

时代有一种使用澳亚语（Austroasiatic Speech）的蒙古利亚种族群迁移到了印度支那、

华南大陆沿海地区、台湾、菲律宾和苏拉威西，这一认识即为东南亚史前文化和种族来

源“北来说”。他的观点有力地启发了新西兰考古学家罗杰·达夫（Roger Duff），达夫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对中国和东南亚的石锛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于 1970 年出版专

著《Stone Adzes of Southeast Asia: an illustrated Typology》，建立了波利尼西亚石锛类型

																																																								
①郭志超，吴春明：《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兼论“南岛语族”起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2 期，第 56 页。	
②焦天龙，范雪春：《福建与南岛语族》，中华书局 2010年，第 13页。	
③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1991 年

第 3 期，第 2页。	
④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民族语文》1991 年

第 3 期，第 1 页。	
⑤邓晓华：《南方汉语中的古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1994 年第 3 期，第 40 页。	
⑥邓晓华：《从语言推论壮侗语族与南岛语系的史前文化关系》，《语言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111 页。	
⑦焦天龙：《东南沿海的史前文化与南岛语族的扩散》，《中原文物》2002 年第 2 期，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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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3	
	

学（Polynesian adze typology），并主张太平洋地区的有段石锛是由中国东南沿海传播过

去的。达夫的石锛分类体系对后来波利尼西亚的石锛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历史学

派人类学家拜耶（H·O·Beyer）通过对菲律宾史前遗存中石器进行类型学研究，重建了

东亚大陆与太平洋群岛土著文化的空间联系，认为原始型有柄石锛最初出现于华南大陆

地区和台湾，并经由菲律宾传播到太平洋群岛上①，其研究成果体现在其 1948 年出版的

著作《菲律宾与东亚考古》中。20 世纪 50 年代，大洋洲的拉皮塔文化被发现和确认，

一般认为它是南岛语族在大洋洲地区最早的祖先文化，其来源问题直接关系到原南岛语

族的起源和扩散②。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原南岛语族的起源与中国

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存在密切关系，以 E·W·Gifford、Jack Golson、Roger Green 等为

代表。在这一背景下，日据时期后期，在台湾的日本学者也承认台湾原住民和东亚大陆

存在密切关系：金关丈夫在《论台湾先史时代之北方文化的影响》一文中提出，台湾的

史前文化有浓厚的大陆北方文化因素，并且在所谓的“南方要素”中也有许多因素是经

由大陆沿海地区传入台湾的；鹿野忠雄在《台湾先史时代的文化层》一文中则将台湾史

前文化发展七个“文化层”中的前四个归属于大陆系统③。 

 以林惠祥、凌纯声、徐松石等为代表④的中国学者则站在大陆文化基底的立场上，

围绕“百越族群”文化源流和统一性、多样性的内在结构进行复原研究⑤，重建“百越

民族史”，并从考古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角度论述了东亚大陆、台

湾、东南亚群岛土著民族文化的源流关系，将大陆东南的“百越”先民及其文化确定为

包括台湾原住民和马来族在内的种族与文化的祖先。林惠祥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从

“百越”视角看“南岛语族”，他通过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展的田野工作，

从体质人类学、史前遗物、语言特征等角度分析，注意到华南、台湾、东南亚和太平洋

群岛之间所存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密切关系，发现马来族这一人种中占主要因素的为

南下的蒙古利亚种海洋系（Oceanic Mongolians），与现今闽粤人共同具有广头、直发、

短面、矮躯等特征，并且古越族和马来族的有段石锛、印纹陶因素具有共性，从而认为

																																																								
①吴春明，曹峻：《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第 87 页。	
②焦天龙：《拉皮塔文化与史前考古的几个问题》，《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2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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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第 2 期，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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