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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岛族群分布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大量岛屿和海滨，是世界上的最大的海洋民族群体。对于南岛族群的扩

散过程，人类学领域研究颇多，基本可以确定其在三千年之前的某个时间出发于东亚沿海，并在大约两千多

年时间内从东南亚岛屿地区出发，分阶段扩张到太平洋上的几乎所有无人岛屿，以及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

进一步追寻其根源，需要现代人类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分子人类学的基因谱系揭示了最准确的人群脉络。

南岛族群的基因标志是 Y 染色体单倍群 O1-M110、O1-F819 和 O3-N6-B451。前两者可以追溯到约 6 千年前

的江浙地区，在现代江浙沪人群中还有同类成分，并与东亚大陆的仡傣语系（Kra-Dai）同源。后者则可以

追溯到约 4.8 千年前的华北沿海，可能与龙山文化人群的扩张有关。语言人类学可以从词汇等语言特征的同

源性构建语言谱系。南岛语与仡傣语共享大量词根，有着明确的同源关系。从其根部分化的顺序依次是南

岛、仡黎、侗水、壮傣，其年代大致为 6 千、5 千、3 千年。最近我们的文字人类学研究对汉字演化谱系进

行了初步构拟，发现从崧泽-良渚文化的刻符演变而来的现存字符系统，其中上海奉贤的锦带书字符与琉球

八重山列岛的会计符、太平洋复活节岛朗格朗格文，存在着最近的系统发生关系，提示着可能存在南岛文化

中的一条符号系统演化途径。从考古人类学上看，南岛族群祖先的拉皮塔文化使用的石锛、腰沿陶罐等器

物，势必要追溯到江浙地区的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分布于太湖平原，从距今七千多年前一直延续到约

5900 年前。马家浜文化的终结与南岛族群基因、语言、文化的起源，在类型、时间和空间上都吻合。故此

有理由建立科学假说，南岛族群的人口和文化最早源出于马家浜文化。约 5900 年前长江以北的人群入侵终

结了马家浜文化并使其上层阶级南迁，形成了南岛的最早祖先；约 4400 年前，良渚文化终结后又有大量人

口南迁加入了南岛祖先人群；这两批形成了南岛人口的核心结构，并携带了江浙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不断迁

徙发展，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南岛这一伟大海洋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