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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阿美族的“织树为布”工艺及其文化史意义
Ξ

吴春明

【摘 　要】无纺树皮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在华南、东南亚至太平洋群岛 , 是百越先民和南岛语族

共同的文化遗产。亚太土著民族志丰富的土著文化遗存 , 不仅为认识人类服饰全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 而

且为认识华南、东南亚、太平洋土著民族史及文化史 ,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资料。亚太土著地带的树

皮布文化圈 , 突显了“百越 —南岛”古今文化的源流及其共同体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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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Ami’s“Tree - Woven Cloth”Technology and

Signif icance of Cultural History

Wu Chunming

Abstract :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non2woven bark culture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Islands , is a common cultural heritage of Baiyue ancestors and Austronesian1 Asia and

the Pacific indigenous ethnography remains a rich indigenous culture , not only for provides a new per2
spect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whole history of human clothing , but also for understanding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 Southeast Asia , the Pacific indigenous peoples , providing a rare em2
pirical data1 Asia and the Pacific indigenous zone of the tree Pibu cultural circles , highlighting the the o2
rigins of ancient and modern culture and the nature of“Bai Yue2Austronesian”communit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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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结构的纺织品与无纺形态的树皮布是人类服饰艺术史的两大系统 , 无纺树皮布文化起源、

发展的中心在华南、东南亚至太平洋群岛 , 是百越先民和南岛语族共同的文化遗产。①邓聪先生依

据考古发现的树皮布打棒遗存的编年研究 , 提出树皮布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珠江三角洲的理

论 , 认为发生于华南的楮树皮的无纺布 , 是土著先民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 , 树皮布技术自南

中国向南经中南半岛 , 经东南亚岛屿后 , 从海路上跨过太平洋岛屿进入中美洲②。

由于史前和早期历史时代的树皮布遗存难于在考古遗存中保存下来 , 而作为中原华夏民族的

“他文化”, 华南民族树皮布文化内涵和工艺技术在汉文史籍中只有零星的只言片语 , 缺乏周详的文

献记载 , 残存于华南、东南亚和太平洋土著民族志上的树皮布技术工艺就成为重建树皮布文化史的

重要途径。

·541·广西民族研究 　2009 年第 3 期 (总第 97 期)

Ξ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台湾原住民研究” (2006JJDGAT002) 资助。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8 年 8 —9 月间 , 受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黄树民教授邀请 ,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陈仲

玉研究员的全程陪同下 , 我有幸到台湾山地做了一个月的原住民部落文化探访。期间 , 相继调查了

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台北、苗栗等县的泰雅、邵、布农、

邹、排湾、鲁凯、卑南、雅美、阿美、赛夏等 10 个台湾山地原住民族群的 35 个聚落 , 驱车 3000 余公里 ,

穿梭原乡 , 入住民宿 , 寻访原住民各族群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这次旅程是继已故厦门大学著名人类

学家林惠祥教授 70 余年前调查台湾原住民族 , 撰写《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③名著后 , 大陆民族

学、考古学者再次对台湾原住民的部落文化所做的一次比较系统的田野调查。从祖灵老屋到男子会

所 , 从聚落墓地到旧社遗址 , 从八部合音到丰年节庆 , 这次山地之行虽然短暂 , 但总算较系统地概

览了原住民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 不乏许多民族志的新发现。其中 , 在台东县都兰部落看到的阿美

族树皮布制作工艺 , 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 本文拟对此粗略整理、评析 , 供国内外同仁参考。

一、阿美族都兰部落的树皮打布与台湾原住民的“织树为布”传统

我与陈仲玉教授一行在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杨淑玲女士陪同下 , 从台东县城驱车沿台 11 线

北行 20 余公里 , 到达台东县东河乡都兰村的阿美族部落考察 , 详细了解到该部落的树皮布制工艺。

都兰 (Adulan、Etolan) 部落的名称源于 atol , 意即“堆石”、“石墙”、“迭石墙”, 位于都兰山

东侧 , 部落人口有四百余户近一千五百人 , 是一个阿美族的传统大部落。在聚落西侧的都兰山东麓

就是著名的都兰遗址 , 发现了包括石棺、石崖在内的是十八处麒麟文化巨石遗迹 , 也被阿美族视为

族群文化的发祥地 , 应就是“都兰”部落的名称由来。都兰部落人隶属阿美族卑南群 , 祖先发源于

知本南边的 Arapanay , 先后迁移初鹿、长滨、新港等地 , 最后落脚都兰村。

树皮打布工艺见于一个叫“巴奈达力功坊” ( Panay Talikong Fang) 的原住民传统工艺作坊 ,

创办人巴奈 ( Panay) 是都兰部落的首领之一 , 他的中文姓名为沈太木 , 其妻子阿沙噢 (Ashao) 的

中文姓名为潘秀仔。在作坊及他们家设立的传统工艺品陈列室 , 巴奈向我们展示了阿美族树皮布制

作的全过程及各种树皮布成品 (图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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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 阿美族长老巴奈 ( Panay) 的树皮布打制工艺流程 (1 - 6)

第一 , 选择树材。阿美族常选用一种称为“部浪” ( Rolang) 的树木作为制作树皮布的原料 ,

实际上就是构树 , 学名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 桑科构树属 , 俗称构桃树、楮树、楮实子、沙纸

树、谷树、谷浆树、奶树等 , 是一种常见于华南及东南亚、太平洋群岛中低海拔地区的落叶乔木 ,

在台东山地随处可见。阿美族还选用一种原语称为“约那” ( Yono) 的树木 , 学名 Ficus superba ,

俗名鸟榕、赤榕 , 是一种热带落叶乔木。这两种树都有很好的纤维延展性 , 适合打制树皮布。找到

打布的树材后 , 就要砍伐切割成合适制作的尺寸。

第二 , 剥取树皮。用木锤敲打树材表皮 , 使得树皮松动 , 这样就很容易将树皮从树材上剥落下来。

第三 , 浸泡树皮。将剥下的树皮放在水中浸泡 , 使得树皮更具有延展性、柔软性 , 以利于锤打。

第四 , 锤打树皮。将浸泡过的树皮平展在树墩做成的案台上 , 用不同形状、大小和锤面刻划有

网格纹、重圈纹等各种几何纹样的铁锤反复锤打 , 去除树皮中的树脂 , 延展、整合树皮中的纤维 ,

形成较之树皮原材面积更大、柔软的树皮布。

第五 , 裁缝服饰。树皮布打制完成后 , 成为制作各种服饰、衣帽的布料 , 巴奈原住民工艺作坊

中已完成的树皮布制品有各种上衣、裤子、帽子、包袋等。由于民族文化的变迁 , 阿美族日常生活

中早已不再穿着树皮布制品 , 树皮布制品主要作为民族工艺品出售给旅游观光者。

阿美族是分布于台方东海岸山地的一支原住民族群 , 巴奈长老的这一套树皮打布工艺 , 是迄今

台湾原住民社群中仅见的树皮布文化。对于认识台湾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历史上树皮布文化的内涵、

发展 , 是十分珍贵的活的资料。当然 , 巴奈长老所掌握的这一“织绩木皮”在反动“日据”时代的

“皇民化”和“光复”以来的“山地平地化”造成的原住民传统文化流失的抗争中 , 谋求原住民文

化传统的复兴与重建的产物。但是 , 据笔者的调查 , 阿美族树皮布文化的再造还是有其历史文化根

源的 , 都兰阿美族部落首领巴奈说他小时候就听他爷爷说过制作和穿戴树皮布布服饰的事。

事实正是如此 , 台湾原住民的“织树为布”传统广泛、明确地见载于明清以来的汉文采风民族

志上。早期迁台的汉族移民常常看到披着草裙、树皮的山地“番族”景观 , 讶异于原住民“织树为

布”的“化外人文”, 并饶有兴趣地记录在游记史志中。

陈第《东番记》就说 :“冬夏不衣 , 妇女结草裙 , 微蔽下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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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永河在《稗海纪游》中谈到裸番在冬天包裹的番毯就是用树皮制成 , “男女夏则裸体 , 惟私

处围三尺布 , 冬寒以番毯为单衣 , 毯缉树皮杂犬毛为之。”④

《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番俗”:“半线以上多揉树皮为裙 , 白如苎。⋯⋯达戈纹出水沙连 ,

如毯 , 宁杂树皮成之 , 色莹白。斜纹间以赭黛 , 长不竟床。出南路各社者皆灰色 , 有砖纹或方胜纹

者 , 长亦如之。番以被体 , 汉人则以为衣包 , 颇坚致。”

《皇清职贡图》卷三所载多支台湾原住民支系都有树皮文化 , 如“诸罗县诸罗等社熟番”载 :

“男番首插雉毛 , 以树皮织为长衫 , 夏常裸体。”“凤山县山猪毛等社归化生番男”载 :“其居择险隘

处叠石片为屋 , 无异穴处 , 男女披发裸身 , 或以鹿皮蔽体 , 富者偶用番锦华吱之属 , 能织树为布。”

“彰化水沙莲等社归化生番”载 :“盖藏饶裕 , 身披鹿皮 , 织树皮 , 横联之间有著布衫者。”“彰化县

内山生番”语 :“巢居穴处 , 茹毛饮血 , 裸体不知寒暑。⋯⋯番妇针刺两颐如网巾纹 , 亦能织树皮

为炎。”又“淡水右乃武等社生番”语 :“生番倚山而居 , 男女俱裸 , 或联鹿皮 , 辑木叶为衣。”

直到近代 , 原住民社群中仍有树皮布服饰的残余。1930 年代 , 林惠祥教授看到的台湾原住民服饰就

有麻布、兽皮、树皮三类 , 其中树皮有椰树皮、芭蕉皮等。刘其伟先生编著的台湾土著物质文化史上 ,

仍是“台湾各原住民往昔的衣料 , 多为自制的手织麻布或芭蕉布 , 但也有以皮革为衣的”。⑤

可见 , 现存台东都兰阿美族的树皮布打制工艺 , 是整个台湾原住民土著物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 , 是台湾原住民各族群中曾广泛存在的“织树为布”文化的余绪 , 在亚太民族史、文化史上具有

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与考古所见华南、东南亚土著的“织绩木皮”文化

台湾原住民的树皮布文化并非孤立的岛屿文化 , 自上古迄于明清 , 在华南及邻近的东南亚半

岛 ,“南蛮”或越、濮系土著的“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文化现象广泛分布、延续发展 , 并屡

见于汉文史籍。史前考古发现的树皮布石拍遗存的编年研究 , 也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树皮布文化亚太

海洋地带的源流史。台湾原住民的“织树为布”, 是整个华南土著树皮布文化圈的组成部分。

上古东南有树皮草服。《禹贡·九州》说扬州“岛夷卉服 , 厥篚织见”, 顾颉刚注“卉服 , 孔颖

达说即草服 , 南方居亚热带 , 岛民以草编织成衣服”。

“南蛮”就是树皮布民族。《后汉书·南蛮传》, 南方土著民族的图腾祖先“盘瓠”就是“织绩木

皮 , 染以草实 , 号五色衣服 , 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阑 , 语言侏离。好入山壑 , 不乐平旷 , 帝顺

其意 , 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 , 号曰蛮夷。”

越王句践也不是衣冠华夏。《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越王句践) 文身断发 , 披草莱而邑焉。”

在整个中古时期 , 南方民族都以织树皮著称。《赤雅·卉服》说“南方草木可衣者曰卉服。织其

皮者 , 有勾芒布、红蕉布、弱锡衣苎麻所为”。

海南岛的古代民族属于“南蛮”集团的组成部分 , 上古有“儋耳国”、“雕题国”或说属于“骆

越”一支 , 中古以来以“黎”、“黎峒”著称 , 是树皮布文化发达和延续长久的地区。《山海经·海内

南经》载 :“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 , 皆在郁水南 , 郁水出湘陵南海。”晋郭璞注记“馊离其中 ,

分令下垂以为饰 , 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宋《太平寰宇记》卷 169“儋州”条引 :“《山海经》

曰儋耳 , 即离耳也。俗呼山岭为黎 , 人居其间 , 号曰生黎。杀行人 , 取齿牙贯之于顶 , 以显骁勇。

弓刀未尝离手 , 弓以竹为弦。绩木皮为布 , 尚文身 , 富豪文多 , 贫贱文少 , 但看文字多少以别贵

贱。”卷 169“琼州”条载 :“有夷人 , 无城郭 , 殊异居 , 非译语难辨其言 , 不知礼法 , 须以威服 ,

号曰生黎。巢居洞深 , 绩木皮为衣 , 以木棉为毯。”元《文献通考》卷 331“黎峒”载 : “黎峒唐故

琼管之地 , 在大海 , 南距雷州 , 泛属贫弱。妇人服缌缏 , 绩木皮为布。”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

书》第 29 册“广东下”说 :“黎人的短衣名黎桶或树皮布所制。”

东南亚的土著民族错综复杂 , 但与华南濮、越文化关系密切 , 汉晋以来许多南下的航海家就目

睹了印尼群岛、泰国等地土著的树皮布文化。印尼群岛的树皮布文化见于《通典》卷一八八“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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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蛮下·火山”引三国吴康泰、朱应《扶南土俗传》,“火洲在马五洲之东 , ⋯⋯诸左右洲人以春

月取其木皮 , 绩以为布 , ⋯⋯又有加营国北、诸簿国西 , 山周三百里 , ⋯⋯人以三月至此山 , 取木

皮绩为烷布。”⑥泰国古曰“扶南”, 树皮织布文化见于《梁书·扶南国传》载 , “又传扶南东界即大

涨海 , 海中有大洲 , 洲上有诸簿国 , 国东有五马洲 , 复东行涨海千余里 , 至自然大火洲。其上有树

生火中 , 洲左近人剥取其皮 , 纺织作布 , 极得数尺 , 以为手巾 , 与焦麻无异。”

树皮布作为一类特殊的物质文化 , 在考古遗址中难于保存、难于发现 , 考古学者重建亚太地区

史前、上古树皮布文化的主要依据是打制树皮布石拍的识别、类型学和编年研究。这一工作首先还

是在台湾的史前考古中展开的 , 早在日据时代 , 日本考古学者鹿野忠雄在《台湾考古学民族学概

观》中 , 就记录了台湾考古遗址发现的“有槽打棒”和“菜刀型打棒”, 并将其解释为“树皮衣料

打棒”, 就是锤打树皮布的主要工具。⑦此后 , 凌纯声先生在华南及东南亚树皮布文化的研究中也相

继确认了台湾史前考古发现的“树皮布石打棒”、“树皮布石拍”的功能。⑧由此证明 , 台湾原住民

的树皮布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发展。

在亚太地区的考古发现中 , 树皮布石拍的空间分布与上述历史文献所见华南、东南亚土著民族

历史上的树皮布文化空间分布基本吻合 , 在华南的浙江、福建、广东、香港、台湾、越南、泰国、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⑨邓聪先生根据东南亚和太平洋民族志上树皮

布打棒的形态功能 , 将华南和东南亚考古发现的树皮打布石拍分成复合型 (即装柄型) 和棍棒型

(即带把型) 两类 , 依据考古出土的地层和年代学资料 , 考察了这一地区史前树皮布树皮打棒从复

合型发生 , 向棍棒型发展的序列 (图一、图二) , 并从树皮打布石的编年 , 考察了树皮布文化的源

流史 , 即起源于环珠江口距今 5000～6000 年前的大湾文化 , 之后向南传播越南北部距今 3500～

4000 年间的冯原文化 , 距今 3500 年前后的泰国及马来半岛 , 菲律宾、台湾等地不超过 3500 年 ,

大洋洲岛屿在距今 3500 年之后。⑩树皮布打布石拍的考古发现于编年研究 , 不但从考古实物资料上

再现了华南、东南亚土著树皮布文化的内涵 , 而且石拍的编年所反映的树皮布文化的华南起源、东

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传播扩散 , 还再现了华南百越先民与太平洋南岛语族的民族源流史。

图二 : 华南、东南史前考古发现的复合型树皮打布石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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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苏拉威西民族志上复合型石拍装柄法 ; 2 , 泰国素叻他尼府 ; 3 , 越南冯原文化 Go Bong 遗址 ;

4 , 台湾台南白水溪 ; 5 , 菲律宾宿务 ; 6 , 广东珠江口 ; 7 , 福建南安土地公土安山。

图三 : 华南、东南亚史前考古发现的棍棒型树皮打布石拍

1 , 太平洋民族志 ; 2 , 泰国那空足贪玛叻府 ; 3 , 菲律宾吕守 ; 4 , 台湾大坌坑 ; 5 , 杭州浪渚

三、亚太土著民族志上树皮布文化的比较与思考

在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华南、东南亚至太平洋土著民族的树皮布文化圈中 , 除了前述

台湾台东阿美族都兰部落长老巴奈家的树皮打布工艺外 , 民族志上的树皮布文化还见于与华南濮、

越民族有密切源流关系的海南黎族、云南傣族、越南中部山地布鲁 —云侨族 (Bru - Van Kieu) , 及

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太平洋上“南岛语族”的民族志中。这些珍贵的树皮布民族志 , 是研究

亚太海洋地带树皮布文化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川滇黔高原所在西南地区自古是濮越杂处之地 , 越人支系庞杂 , 滇越、夷越、腾越等相继活动

于这一带 , 随着汉晋以后西瓯、骆越等支系的西迁 , 西南越人后裔相继发展演变 , 成为当代之傣、

布依、侗、水、壮等壮侗 (壮傣) 语族各民族文化 , 他们包含了大量的百越民族特有文化的积淀 ,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树皮布就是其中之一。据西双版纳博物馆的调查 , 傣族是华南大陆保存完整树皮

布工艺的少数民族族群之一 , 傣族将选好构树段后 , 用特殊的木锄将树皮缓缓剥下来 , 之后用大型

木锤锤打树皮 , 锤打过程中不断淋水于树皮之上 , 直到将树皮拍打成柔软、延展的树皮布 , 并缝制

成帽子、衣服、裤子、毡子、座垫、被子等丰富的树皮布产品 (图四) 。�λ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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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树皮打布制作流程

(依据西双版纳博物馆陈列资料)

依前述汉文史籍记载 , 中古以来海南的“黎”、“黎峒”就是“绩木皮为布”著称 , 在近现代民

族志上 , 黎族树皮布文化仍见于三亚、五指山、东方、琼中、保亭、陵水、乐东、昌江、白沙等县

市 , 其树皮布又称纳布、楮皮布、谷皮布等 , 制作树皮布的主要步骤是扒树皮、修整、将树皮放在

水中浸泡脱胶、漂洗、晒干、锤打成片状和缝制 , 树皮布可剪裁缝制枕头、被子、帽子、上衣、裙

子等。在陵水、保亭、通什、白沙、昌江等县市的黎族博物馆都陈列有树皮布制品。

越南是东南亚半岛少数保存树皮布工艺民族志的地区之一。越南的 50 个民族中 , 绝大多数为

越芒语族 , 其中京 (越) 族人口将近占全越 90 % , 为古代百越一支骆越民族的后裔 , 居于越南中

北部 , 此外中南部还有南岛语系的印度尼西亚语族的占人。树皮布工艺见于中部山地民族布鲁 —云

侨族 (Bru - van kieu) , 属于南亚语系的猛高棉语族。布鲁 —云侨族的树皮打布工艺与傣族类似 ,

这里的土著人用刀背将树皮从树材剥下来后 , 要在水中浸泡 10 天 , 然后晾干 , 再拍打成柔软的树

皮 , 之后树皮布被裁缝成各种需要的帽子、服饰 (图五) 。�λ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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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 越南中部山地 Bru - Van Kieu 人的树皮布工艺

(依越南“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陈列及《越南民族大家庭》, 越南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太平洋群岛是华南树皮布文化在亚太海洋地带传播的远端 , 考古发现太平洋最古老的树皮布文

化遗存是波利尼西亚上法属社会群岛 Huahine 岛上距今 700 - 1100 年遗址中的木质树皮布拍 , 新西

兰的 Waikato 也发现了距今 300 - 400 年的树皮布木拍。�λξ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土著南岛语族的

树皮布文化是迄今世界上最精美、最充分发展的 , 在 17 世纪以来西方航海家、传教士和人类学家

进入太平洋群岛时 , 南岛土著的服饰都是树皮布、草裙、羽毛与贝壳制品 , 这一服饰文化延续了相

当长一段时间 , 包括土著社会的上层都保留这一重要的传统文化 , 相继出现于欧洲画师、摄影师的

作品中。如美国夏威夷 Bishop 博物馆藏一幅斐济女子制作树皮布围裙的图片 , 与当代西萨摩亚等

地尚存的树皮布打制、印花技术完全一致 (图六) 。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馆还收藏一幅 1816 -

1817 年间 Louis Choris 画作的夏威夷国王 Kamehameha 之像 , Kamehameha 皇后下身穿着精美几何

纹的树皮布围裙 , 优雅大方 (图七) 。此外 , 新西兰 Dunedin 博物馆藏一幅拍摄于 1859 年的老照

片 , 画面是一对汤加青年酋长夫妇 , 下身同样围着精美大方的几何纹树皮裙 (图八 : 左) 。英国伦

敦一出版商收藏的一幅 19 世纪末的斐济武士老照片 , 身着树皮衣、手握武士棒 (图八 : 中) 。�λψ在

萨摩亚首都阿皮亚 (Apia) 的老照相馆中 , 藏有一幅 19 世纪末萨摩亚少女的漂亮肖像照 , 也有着

一件精美的几何纹印花树皮裙 (图八 : 右) 。�λ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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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群岛土著民的树皮布制作工艺保存得相当完整 , 新西兰奥克兰博物馆的民族学家 Roger

Neich 与 Mike Pendergrast 于 1980 年还在西萨摩亚群岛上调查记录了土著妇人 Totoa Fagai 制作树皮

布的精彩画面。西萨摩亚人树皮打布的首选树材也是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构树) , 也有少数使

用Breadfruit/ Artocarpus (面包树) 和Banyan/ wild Ficus (野生榕) 的。制作树皮布时 , Totoa Fagai

将构树段上的树皮剥下来 , 用刀片和贝壳刮去树皮外皮保留内侧纤维层 , 然后将树皮平置于木墩

上 , 用刻划有各种几何纹的木拍用力敲打 , 直到打出一片柔软的树皮布 , 打制成的树皮布再置于涂

有红色颜料、刻有各种几何纹样的木印模板 Apeti 上印出精美的纹样 (图九、十) 。�λ{

图九 : 西萨摩亚群岛土著妇人 Totoa Fagai 的树皮布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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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南、东南亚考古发现的大量树皮打布石拍有别的是 , 太平洋土著使用的树皮布打棒是坚硬

木材加工成的 , 形态上同于前述棍棒型石拍。美国夏威夷 Bishop 博物馆收藏大量这类棍棒型树皮

打布木棒 , 刻划有网格纹、条文、叶脉纹、曲折纹等各类几何纹样 (图十一) 。太平洋树皮布文化

的完善与精美 , 充分表现在树皮布服饰的类型和纹样上 , 树皮布服饰不需复杂的裁剪和款式设计 ,

自然流露的朴实、纯美是该服饰文化的内在魅力 (图十二、十三)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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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 在亚太土著民族志丰富的树皮布文化遗存 , 不仅为认识人类服饰全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

而且为认识华南、东南亚、太平洋土著民族史及文化史 ,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资料。台湾阿美

族、云南傣族、海南黎族、越南 Bru - Van Kieu 人及西萨摩亚等土著的树皮布基础工艺基本一致 ,

只是太平洋土著的树皮布文化内涵更为复杂、丰富 , 尤其是树皮布上各种几何花纹的印制 , 体现了

树皮文化传播过程的充分发展。亚太土著地带的树皮布文化圈 , 突显了“百越 —南岛”古今文化的

源流及其共同体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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