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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演化路径，何
其奇妙，何其令人震撼。

而在同一个地球上的陆地文明与
海洋文明，二者的演变、分化、交织、交
融和差异，又是多么不可思议，令一代
代专家学者在一个个遗址遗存面前，
思维穿越千年甚至万年，梳理种种文
明脉络，收获不断，惊喜连连。

福建扼山面海，是南中国连接太
平洋印度洋的重要门户，更是中华文
明远播海外、开枝散叶的桥头堡。在这
个文明流播与变迁过程中，控制台湾
海峡咽喉的平潭岛，无疑扮演了极为
重要的角色。壳丘头、祠堂后山、西营
等遗址的挖掘与考古发现，让我们将
怀古究古的目光穿越重重岁月尘烟，
回望到 7000至 8000年前。

4 颗稻粒遗存，见证中国东南沿
海岛屿水稻文明的最早曙光。想想，在
新石器时期，四面环海的平潭岛上，已
经隐约可闻幽幽稻香，先民们已在湿
润大海边开启农业生产的模式，他们
的生活不再纯粹依赖采集与渔猎这些
原始自然的方式，这是多么激动人心
的历史性事件！

建造房屋以供居住，既避免了风吹
日晒雨淋，也免受野兽侵袭，同时，居住
的文明，也使我们的先民与自然界其他
动物生存质量、精神境界的差别进一步
凸显了，文化的含量大大提升了。

壳丘头挖掘的陶瓷，不少表面上
闪烁鲜明的波浪纹之光芒，证明其明
显受到海洋文明的影响。平潭的先民
在日常使用的器皿上，雕琢各种花纹，
表达内心幽微之喜好，体现了早期审
美意识的觉醒。

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考古，通过对
古人类遗骨基因检测表明，平潭岛先
民与如今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的南
岛语族，有着血缘上的逻辑关系，换句
话说，南中国的福建与远在万里之外
大洋上讲着 1000 多种语言的南岛语
族有着共同的祖先，是血缘上的亲戚。
从上世纪 80 年代壳丘头遗址考古发
掘至今，这个论断获得越来越多学者
共识。而这一共识的积极意义，正是彰
显了中华文明向海向外传播的历史之
悠久，事实之不容置疑！

壳丘头，让我们足以为文明星光
在闽海绽放而兴奋，足以为福建先民
创造的辉煌而深感自豪。

遥想七八千年前，茫茫海峡上，一
座孤岛，一群从南中国陆地渡海前来
定居者，种水稻大豆，烧窑制陶，用各
种器皿烧水煮饭或盛食物……他们中
的一部分敢于冒险者，乘着原始独木
舟，挥舞简单的木桨，过海峡，到台湾，
更远渡万里波涛，抵达覆盖太平洋印
度洋三分之一的广袤区域……这是何
其豪迈的壮举，何其英雄的远征，何其
自信地追寻诗和远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福建先
民的梦想，也许就是在水田边嗅到稻
香，在窑火旁看着陶瓷成形，在迁徙中
追逐梦想成就自己。

从闽北闽西的山岭沟壑，到闽东
闽南的曲折海岸边，中原文明、闽越文
明、海洋文明的演进演化，在八闽大地
留下多姿多彩的遗址遗存，留下光芒
四射的诸多文化形态、风俗风物，既有
物质的，更有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平潭
壳丘头遗址，只是我们窥见中华辉煌
文明史的美丽一页。在更广阔的八闽
大地乃至中华大地，从未间断的中华
文明，在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演
进中，风华与时俱进，光芒绽放不衰，

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生
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三明万寿岩遗址，存在时间距
今 20 万年左右，是中国南方典型的洞
穴类型旧石器时代遗址，更是中国重
要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万寿岩内不
仅有古人类活动遗址，还有丰富的历
史人文和自然岩溶景观，是中国华东
地区发现最早的洞穴类型的旧石器时
代早期文化遗址。

1990 年发现的漳州莲花池山旧
石器遗址，年代比台湾的“长滨文化”
更早，可以说揭露了“台湾古人类从福
建过去”的蛛丝马迹。该遗址存在两
个时代不同的文化层。其中上层即莲
花池山红土层之上，接近表土层，出
土了大量以燧石为主要原料、特征明
显的石制品。由于此文化层中的石制
品具有与中国其他大约同时代遗址
或地点出土的石制品不同的文化特
征，经专家鉴定，命名为一个新的考
古学文化——“漳州文化”，代表福建
沿海地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
一个过渡阶段的文化，推测其年代在
距今 13000年至 9000年之间。

闽侯昙石山，闽江下游边一座毫不
起眼的小山丘，海拔仅 26米。但这座寻
常的小山丘，却因为一次意外发现，改
写了福建的历史。从 1954年至 2009年，
考古人员对这个史前文化遗址先后进
行 10 次考古发掘，发现大批墓葬和灰
坑、壕沟、陶窑等遗址，出土大量的陶
器、石器、骨器、贝器、玉器等文物。根据
考古成果，专家推断：5000多年前，福州
海岸线可能就在今天的昙石山一带，闽
江与大海在这里交汇，先民们逐水而
居，现在的福州城当时应是四面环水。
昙石山作为典型的贝丘遗址，代表了独
具福建特色的海洋文化，是“福建海洋
文化就从这里开始”的标志地！

闽 北 浦 城 牛 鼻 山 遗 址 是 距 今
5000 年至 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浦城县管厝乡党溪村茶坪东源交
界处。牛鼻山遗址出土物中，特别是典
型器物有高领罐、牡蛎、蚶、小海螺等，
具有一定的海洋文化特征。

昙石山、牛鼻山遗址和壳丘头遗址
群的发现，揭示了新石器时代人和自然
的关系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单纯的
自然寄生者逐渐转变成自然改造者，日
益减少对自然的依赖。特别是昙石山和
壳丘头的先民们，在这个时期进行了极
具海洋文化特色的创造，放在整个东亚
文明发展史上都弥足珍贵。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提出，中
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
天星斗”。华夏大地，从黄河流域、长江
流域，到更北的东北黑土地、西北戈壁
滩，更南的蜿蜒海岸边，到处都有华夏
先人留下的文明遗址，到处都有灿若星
辰的史前文明。这些风格迥异的文明之
光，经过不断的交流、碰撞、融合后，最
终构成了“多元一体”、浩瀚明亮的中华
文明星空。而地处东南沿海的壳丘头遗
址群，以及漳州文化遗址、昙石山文化
遗址，正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颇具
福建海洋特色的“文明星链”。

文明生生不息，文化百川归海。人
类文明，源于大海，发展于陆地，又必
将盛放于大海。海洋作为孕育生命的
摇篮，也必然是人类绽放光彩彰显精
神的大舞台。我们要从中华文明传承
发展的高度，合力兴海富民，发展海洋
强省，为八闽儿女谋幸福，为中华复兴
贡献福建之智和力。

文明星光 辉耀山海
□刘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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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研究经历了
哪些过程，对我们探寻世界史前海洋文
明的起源和传播有什么意义呢？记者专
访了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柒生。

“1958年，全国文物普查，壳丘头遗
址被考古人员发现，但当时并未开展发
掘，直到 1985 年，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
开展首次正式考古发掘，才真正揭开了正揭开了
这座史前遗址的神秘面纱这座史前遗址的神秘面纱，，也正是这次也正是这次
发掘发掘，，让福建考古人逐渐深入到南岛语让福建考古人逐渐深入到南岛语
族起源与扩散考古学研究中族起源与扩散考古学研究中。。””傅柒生傅柒生

说说，，““在首次发掘中在首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共清理出
21 个贝壳堆积坑和 1 座墓葬，出土石
器、骨器、贝器、陶器等遗物 200多件。当
时根据其他同类型遗存推测壳丘头遗
址年代为距今 6500~5500 年。1992 年，
西营遗址被发现。”

2004年，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壳丘头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并开展
多学科研究。2018、2019年，又开展了东
花丘、龟山遗址的发掘掘。。20202020年起年起，，中国社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考古研究福建省考古研究

院院、、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在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在““考考
古中国古中国··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研究””课
题框架下，又陆续对祠堂后山、壳丘头、龟
山、西营、东花丘遗址开展发掘，并将上述
遗址合并命名为壳丘头遗址群。

这是一场面向史前历史的追问，也是一
场关于海洋文明的溯源。随着一个个考古新
发现的公布，壳丘头遗址群逐渐闪耀光芒。

“此次壳丘头遗址群被评为‘2023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是 2021年‘南岛语
族起源与扩散’课题被列入‘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的又一里程碑，其公布的一系
列考古新发现，从植物考古学、基因遗
传学、分子生物学、考古学文化等多个
层面，有力推动了我国东南沿海史前考
古学文化序列的构建，为探究早期南岛
语族人群特征、生计模式、迁徙规律提
供坚实的考古学支撑撑。。””傅柒生表示傅柒生表示，，

““这些考古进展这些考古进展，，使我们可以尝试探讨使我们可以尝试探讨
中华文明起源的东南模式中华文明起源的东南模式，，窥探内陆文窥探内陆文
明向海洋迁徙的特征规律明向海洋迁徙的特征规律，，了解海洋文了解海洋文
明的起源明的起源、、发展发展、、扩散历程扩散历程。。””

这是一场关于海洋文明的溯源
——访福建省文物局局长、福建博物院院长傅柒生

□本报记者 郭雅莹

壳丘头遗址群壳丘头遗址群：：海洋文明的一缕曙光海洋文明的一缕曙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雅莹郭雅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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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丘头遗址群所在的平潭北部湾风景如画壳丘头遗址群所在的平潭北部湾风景如画。。 林君斌林君斌 摄摄

平潭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内的考古修复器皿陈列柜 陈澜清 摄
东花丘遗址出土的单鋬鬶口罐

（资料图片）

冬季，来自太平洋的海风裹挟着些
许咸腥吹向平潭，一如数千年前般肆无
忌惮。岚岛之北，人们刚刚度过冬天最冷
的几天，但福建的考古专家们心中一片
火热。

日前，“2023 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
北京揭晓，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
代遗址群（以下简称“壳丘头遗址群”）顺
利入选，成为我省唯一入选的考古项目。

包含了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
等遗址的壳丘头遗址群是南岛语族起源
与扩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
过考古专家的多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其中，中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的水稻遗
存、福建最早的房屋建筑、疑似被拔除中
门齿的人骨等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如同
一块块拼图，为我们拼凑出南岛语族先
民的生活场景。透过一件件出土文物，我
们似乎触摸到先民们的史前生活……

水稻遗存见证丰富食谱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一条生存法
则同样适用于生活在平潭岛上的南岛语
族先民们。

在壳丘头遗址群中，各个时期的遗
存都发现了丰富的海、陆动物资源。遗址
的贝壳堆积层中，发现了种类丰富的贝
壳，包括牡蛎、泥蚶、文蛤、青蛤等；出土
的动物骨骼中，发现了鹿、水牛、海豚、海
龟和多种海洋鱼类生物，均属于野生动
物。可见，渔猎很大程度上是先民维持生
计的主要方式。

那么，在海洋资源背景下，除了捕捞
与狩猎，这里是否曾经发展出农业？实际
上，这一直是困扰考古专家的一大难题。

“海岛环境以沙丘为主，风会吹，沙会漏，
要保存住稻谷这些植物遗存很难。”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周振宇博士说，

“植物遗存的发现，需要通过浮选大量土
样，并在显微镜的帮助下完成，在壳丘头
遗 址 群 的 发 掘 中 ，每 个 遗 址 要 浮 选 超
5000升土样，无异于大海捞针。”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考古发掘团队
与科技考古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
在西营遗址与壳丘头遗址中各发现了 2
粒水稻遗存。“除了浮选出的水稻遗存以
外，我们在西营遗址、壳丘头遗址出土的
陶片上也发现了稻、粟、黍谷物的印痕，
器物的残留物分析同样发现了稻、黍、
粟、豆类等农作物的淀粉粒。同时，植硅
体分析也发现了在西营遗址、壳丘头遗
址中存在稻作遗存，这些发现可将稻、粟
等出现在平潭岛上的时间追溯到 7000
多年前，这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岛屿最早
的水稻遗存。”周振宇说。

“至于这些农作物是与内陆交流得
来的，还是自身种植的，还需要进一步探
究。”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闻
捷教授说。基于这些植物遗存的发现，考
古专家初步分析得出，西营遗址存续期
间，平潭岛气候温暖湿润，遗址附近存在

滨海湿地，为当时先民生活和本地化农
业种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更有植
物考古研究表明，稻和粟在距今 4800~
4600 年前传入台湾地区。西营、壳丘头
遗址新发现的这些水稻遗存，也为南岛
语族早期人群扩散提供了确凿证据。

不论是各时期遗存发现的丰富的
海、陆动物资源，还是最新发现的水稻遗
存，无一不向我们反映了南岛语族早期
人群多样化的生计模式。“这种兼具大陆
性和海洋性的特征，贯穿了 7000 多年来
的各个时期。”福建博物院研究员、平潭
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说，“而
这个特征也符合南岛语族起源于大陆并
且向海洋扩散的逻辑特征，为我们探索
南岛语族向外扩散的路径提供了更广的
研究视野。”

聚落演变展现文明进程

7000 多年前的春夏之际，海风吹散
了笼罩在岚岛之北的薄雾，唤醒了沉睡
的史前聚落，先民们从自建的圆形“房
子”里走出，开始一天的忙碌。

“在西营遗址，我们发现了两处房屋
基址遗址，年代为 7300 年前。从发现的
柱洞分布来看，我们推测其为圆形干栏
式的简易建筑。”张闻捷说，“这种建筑一
共两层，下面一层类似吊脚楼，上面一层
四周用茅草墙遮挡，用于居住，整体呈圆
形圆顶。这是福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房
屋建筑。”

经过发掘，考古专家还发现，在距
今 7300~6500 年的西营、祠堂后山遗址，
先民们已经形成相对小型的聚落形态，
出 现 分 布 相 对 集 中 、紧 凑 的 生 活 功 能
区。在距今 6500~5000 年的壳丘头遗址，
考古专家则发现了我国沿海地区年代
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史前聚落，聚落
的居住区、餐食加工区、手工业区、垃圾
倾倒区等功能分区清晰，已初步发展为
中型部落。

而在距今 4000~3200 年的东花丘、
龟山遗址时期，先民们已经发展形成由

仪式性区域、公共活动区域、个人生活区
组成的大规模、高等级聚落。在龟山遗
址，记者见到了由大型台基、器物坑（堆）
和密集陶片组成的祭台遗址，从平坦的
台面与散落一地的陶器碎片中，依稀可
见当时的仪式盛景。

“虽然具体的仪式行为我们还无法
判断，但很有可能是与当时沿海居民频
繁的出海活动祭祀相关。”福建省考古研
究院馆员危长福说，这表明，在这个时
期，南岛语族人群无论是社会组织形态、
生存模式还是手工业技术水平、精神世
界，均显示出了新的文明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壳丘头遗址群出
土的陶器中，有着大量的圜底陶器，如圜
底釜、钵、罐等，以及形态各异的陶支座。
这些圜底陶器与陶支座的组合就是一个
带腿的锅，功能与鼎相似，只是鼎的支座
不能拆卸，而平潭出土的组合器皿可以。
南岛语族先民们就一直沿用这种可拆卸
收纳的组合器皿，以便于携带迁徙，这恰
恰体现了他们的生存智慧。

陶器上还有着各式各样的花纹，器
身纹饰从最开始的绳纹、弦纹逐渐丰富
至压印贝齿纹、戳点纹、镂孔、方格纹、云
雷纹、回形纹等。“颜色则以灰、黑、灰黄、
红、褐色为主，明显火候不均、温度不高，
但其装饰体现了南岛语族先民原始的审
美观念。”危长福说，“其中，壳丘头遗址
出土的陶器遗存，与金门富国墩、台湾大
坌坑遗址有很多共性，都印有相似的波
浪纹、贝齿纹、指甲纹和刻划纹等，不仅
反映出当时两岸先民对大海的热爱与崇
拜，也显示出海峡两岸新石器时代的文
化关联和交流互动。”

“壳丘头遗址群中各个阶段考古遗
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明确，发展延续关系
明显，形成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
列。其中既有以夹砂陶圜底器为代表的
土著文化，也有黄瓜山和黄土仑文化等
闽江下游的文化因素，为我们探讨东南
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传承、交流、
互动，研究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起源和
迁徙提供了直接材料。”福建省考古研究
院院长王永平表示。

拔牙风俗反映文化特征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数千年前的某
一天，南岛语族先民们迎来了与亡故族
人告别的时刻——他们将亡者运到贝壳
堆积区的边缘，让他仰卧躺好，在简单的
告别仪式后，小心埋葬在贝壳堆旁。

“墓葬人骨整体为仰身直肢，下肢摆
放较高，而躯干、上肢和头部较低，与贝壳
堆积的倾斜角度一致，墓葬保存完好。”张
闻捷说，“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葬俗。”这
样的墓葬，2023 年考古专家在西营遗址
发现了 3 座，3 座墓葬头向一致，葬式一
致，规模一致。专家推测，应该是经过规划
的墓地。其中，M1人骨保存较为完整，牙
齿清晰可见，两颗中门齿疑似被拔除。

“这种拔牙风俗广泛流行于世界近
海和海岛地区，是东南沿海一种明显的
文化特征。”张闻捷告诉记者，“西营遗址
发现的拔牙风俗同样反映出了浓厚的海
洋族群特点，南岛语族包括台湾的很多
族群都有相同的风俗，这可能具有成人
礼或巫术等性质。”

此前，壳丘头遗址也发现了人骨遗
存，两处遗址发现的人骨遗存，为南岛语
族早期人群研究提供了直接材料。2020
年，中国社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付巧妹团队、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
究院及国内多家单位曾合作开展史前南
岛语族先民DNA测试及核基因组研究，
结果表明，南岛语族人群与中国早期南
方沿海地区人群直接相关，且可追溯至
8400 年前，为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
东南沿海地区提供了母系遗传证据。

至于西营遗址的人骨，针对多个样
品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人骨年代为距
今约 7400年。付巧妹团队针对 2022年西
营遗址扰沟中出土的一件颞骨进行了
DNA 提取与分析，结果初步证明该个体
与中国古代南方人群和现代东南亚人群
具有相对更近的遗传联系。

相关研究成果，将进一步丰富东南
地区史前人类基因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