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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器形較簡單，主要是罐（圖

3）、釜、豆（圖 4）、盤、碗和

織布用的陶紡輪（圖 5）。紋飾

以拍印繩紋為主，還有刻劃平行

及曲折紋、壓印編織紋、指甲

紋、方格紋、附加堆紋及凸稜紋

等。出土的石器有錛、鏃、凹石

（圖6）、礪石、石球、穿孔器及

貝器。另外還發現玉器及骨製

鏃、錐形器、匕及魚 。具有上

述特別風格的陶器曾在閩南地區

的蘇峰山及臘州山遺址發現過，

福建省考古學家們統稱之為「大

帽山文化」。大帽山遺址中出土

的貝殼經碳十四測年，確定是

在距今5 , 0 0 0 ~ 4 , 3 0 0年流行於閩

南地區的史前文化。當時居民

的生活方式主要以捕魚、採貝

及狩獵為主。

三、台閩早期史前文化淵源
與大帽山文化年代同時或相

近的史前文化，在台灣地區非

大坌坑文化莫屬。該文化的代

表性遺址目前已知有澎湖的

葉A遺址、高雄地區的鳳鼻頭

遺址、台南縣的八甲遺址以及

南部科學園區內的南關里遺

址。這些遺址的陶器無論在陶

質、陶色、紋飾和器形等和大

帽山遺址出土者相比有雷同之

處，特別是在口沿和肩部飾以

刻劃紋和唇部飾壓印鋸齒狀紋

飾。其中尤以南關里遺址出土

的陶罐紋飾幾乎與大帽山遺址

出土者鉤一致。但台灣地區大

坌坑文化的年代（距今 4 , 5 0 0

~ 4 , 3 0 0年）普遍晚於大帽山文

化，因此，大陸與美方專家們

推論福建該當是南島語族的原

鄉，其基本假設是建立在台灣

是南島語族的原鄉說上。中研

院李壬癸院士辯稱大陸考古學

家僅憑出土陶及石質器物的比

對而判定語族的淵源勢難令人

信服。依他之見，雖然學者們

對原鄉所在地說法不一，但原

鄉絕對不在中國大陸沿海地

區。目前，有關南島語族的原

鄉所在地，中外學者們說法紛

紜，但各家所依憑的證據也明

顯不足，而且欠缺說服力。雖

然研究南島語族的學者們主張

科際整合是解開謎底的最佳研

究取向，但是這些濱海而居、

賴海洋資源謀生的遠古南島居

民所留下的遺物及遺跡，因全

新世高溫期所引致的海水面急

遽上升而大半沉在海下，考古

學家們目前所能掌握的證據永

遠是片面的。因此，福建的新

發現只能視為南島語族原鄉的

候選者之一。 2 0 0 7年在美國夏

威夷舉辦的「中國與太平洋史

前文化聯繫新視野」學術研究

會上，學者們將南島語族分布

的關鍵地區重新鎖定在中國東

南沿海、福建沿海以及福建南

部至越南北部沿海一帶。

圖1.大帽山遺址遠景

圖6.出土凹石

圖4.大帽山遺址出土陶豆

圖3.大帽山遺址出土陶罐 圖5.出土陶紡輪

站。最近，報載福建可能

是南島民族的原鄉。以下

簡述該說的考古學證據。

二、南島語族原鄉在福
建

文．圖╱何傳坤

一、遠古南島民族的原鄉
在距今7 , 0 0 0年前，華南沿海

地區（自浙江南部至福建、廣

東及香港）及東南亞的越南北

部，從考古學證據中已證實當

時出現了農業社會型態。農業

社會中的先民，住在定居的村

落中，養豬及雞、製陶及磨製

石器，而且種植稻米。這些東

亞新石器早期文化是否全部屬

於南島語族，尚難確定。但是

許多東南亞島嶼區以及大洋洲

考古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類型也

出現在亞洲大陸，卻是不爭的

事實。例如紅色陶衣、彩繪及

繩紋陶、有段及有肩石錛；彩

繪圖案如螺旋、圓圈紋；養

豬、狗、雞等，這些並非是東

南亞島嶼區的原有特色，但這

份名單卻全部出現在距今 7 , 0 0 0

年以前的浙江省河姆渡遺址。

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 ( P e t e r

B e l l w o o d )認為長江下游可能是

「遠古」南島民族的原鄉。

南島語族自遠古南島「原鄉」

分批抵台之後，根據澳洲考古

學家貝爾伍德及語言學家白樂

思的「特快車模型」 ( E x p r e s s

Train Model)說法， 在距今

5 , 0 0 0年前南島語族由台灣分 7

個階段向南、東、西擴散。由

台灣先移進菲律賓，再繼續至

馬來西亞、印尼，向西到達馬

達加斯加島，向東擴至美拉尼

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和玻里尼

西亞。

最近的遺傳基因研究及考古

學家泰勒爾 (John Terrell )提出

的「 慢舟模 型」 (Slow Boat

Model )，卻認為玻里尼西亞的

南島民族並非源自台灣，而是

源於包括華南在內的大東亞範

圍，以島嶼東南亞作為中途

大陸福建省博物院與美國夏威

夷大學合組考古隊，自 2 0 0 3年

開始在福建省東山島陳域鎮澳角

村大帽山遺址發掘，經過兩年對

出土大量文物的比較分析後指

出，南島語族的原鄉應當在福

建。根據考古隊發表的簡報，大

帽山遺址是一處只有一個文化層

沿海的貝塚遺址（圖 1、2）。除

了貝類之外，也發現大量陸生脊

椎動物及海生魚類。陸生脊椎動

物遺骨主要為少量牙齒和大量骨

骼殘片。獸骨絕大部分為鹿和豬

的肢骨，少量被火燒過。在大帽

山遺址發現的貝類多達 3 0幾

種，其中尤以泥蚶和麗文蛤為

主。這兩種貝類均棲息在潮間帶

的中、下區和淺海的泥灘中。根

據貝類的灰黑色及凹石，可證明

當時的居民以燒燎法及敲擊法加

工及食用海貝。

出土的考古遺物以陶器及石器

為主。陶器以夾砂陶為主，泥質

陶較少，陶器表面的顏色多不均

圖2.遺址貝塚及文化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