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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Tan Blue

各位前辈，晚辈这厢有礼了。如
果说，你们是远古时代的见证者，那
我就是新时代的亲历者。我是妥妥
的“10后”，虽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才
12年，但经历和见证的大事不少。

2010年，6名法属波利尼西亚南
岛语族后人驾驶一艘仿古独木舟，从
太平洋上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
出发，反向沿着南岛语族先祖从中国
东南沿海迁徙至太平洋诸岛的路线，
在海上漂泊了近4个月，航行了1.6
万海里，来到福建寻根。在平潭壳丘
头遗址，他们和平潭人民共同种下了

“我”——一棵象征着友谊的榕树。
“我们终于回到家了。”组织活

动的人叫易立亚，是波利尼西亚前
总统的外交顾问，历经千辛万苦抵
达平潭时，他泪流满面。这是一段
如沧海一粟般的漫长漂流，也佐证
了南岛语族先民从中国乘独木舟
漂到太平洋诸岛的可能性。

这场寻根之旅，让平潭壳丘头
再次走入国际视野。在国际考古
界，壳丘头遗址知名度很高，这与它
可能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有关。美

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考古
学家罗莱，先后于 2004年、2016年
到壳丘头遗址考察研究。他认为，
通过各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探掘，
平潭很可能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南岛
语族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

随着壳丘头文化学术地位和研
究价值越来越重要，十余年来，我见
证着一件又一件大事的发生或落地。

2017年11月，平潭国际南岛语
族考古研究基地揭牌成立，这是国内
首个国际性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
地。它依托壳丘头遗址群，立足中国
东南沿海史前文化，重点做好台湾海
峡两岸史前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
作，致力打造成为一个国内外南岛语
族研究成果交流发布的学术平台。

2019年，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
入选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壳
丘头遗址群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同年，召开首届平潭
史前文化与太平洋考古论坛、南岛
语族考古研究高端研讨会，形成共
识：深入梳理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
的历史，积极开展南岛语族文化研

究与对台交流合作，讲好文物故事。
2021年至2022年，平潭连续举

行两届南岛语族文化学术宣传周活
动，发布一批考古研究成果。同时，
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论坛、中国-岛屿国家海洋合作高
级别论坛相继落地平潭，进一步扩
大了影响力和国际“朋友圈”。

“平潭的壳丘头文化，和我们
太平洋岛国在数千年前就有着密
切的联系，甚至可能是我们南岛语
族的发源地，这里让我有回家的感
觉。”2021年 9月 6日，前来参加中
国-太平洋岛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论坛的库克群岛使节莫纳·马托
说，平潭岛上的沙滩、海浪、石头房
子，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家乡。

我想，莫纳·马托的感触，背后
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感染力。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我认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必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澎湃力量，也相信南岛语族文化在
未来有着更大的时代意义。

壳丘头遗址群奇妙夜
——南岛语族文物“口述”七千年前的秘密，揭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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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国考古学家罗莱在壳丘头遗址发掘现场。（资料图）

↑2004
年，壳丘头遗址发掘文物，左

起为石锛、石器、陶器。（资料图）

岚岛冬夜，寒风凛冽。依托壳丘头遗址群而建的平潭国际南岛
语族考古研究基地，却灯火通明，暖意洋洋。一场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在这里举行。主讲人范雪春，是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
长，一名与壳丘头结缘30多年的考古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范雪春说，作为福建海洋文化的
肇始，平潭壳丘头文化是闽台史前文化之源，是中华文明不容忽视
的组成部分。壳丘头文化与南岛语族文化源远流长，是对外讲好中
国故事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有着更加广阔的绽放空间，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党的二十大精神如一道光辉，点亮了夜晚的考古基地，唤醒了
展厅的文物和周遭的一草一木。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有段
石锛、陶器家族、友谊之榕等争先恐后地发言，让隐藏七千年的文化
密码，宛如一棵智慧之树，解答过去、把握现在、启示未来。

在这个基地，我辈分最高、
年龄最大，我就先说说吧。我出
生在新石器时代，有 7000多岁，
学名叫有段石锛。有段呢，在这
里不是量词，是专属名词。解释
一下，我们是磨制石器的一种，
通常是长方形、单面刃，上端作
为柄部，即削去一块，便于木柄
捆绑，所以叫段。

我呢，被发现于平潭壳丘头遗
址。1985年，福建省考古队对壳
丘头进行考古发掘。当时，发现的
磨制石器较多，大大小小主要是石
锛，占石器总量的三分之二。

参与发掘的福建博物院原
副院长林恭务对我们的作用最
为了解。他是这样说的，像石锛
这种工具，外行人会以为这是七
千年前海坛岛先民活动的捕鱼
工具。其实，这是一种木工工
具，石锛可以用来砍木头，制作
出鱼叉、鱼竿，乃至独木舟。因
为木制品不易保存，所以经过几
千年后就保留下石锛、石斧、石
杵等物件。

在新石器时代，因为可运用
于舟楫的制造和生产，我的家族
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广大区域内
最具特色的生产工具之一。有
了独木舟，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
围，开启了对海洋的探索。

现在，我的家族成为早期人
类跨越大洋，进行迁移的重要实
物证据。而那一批依海为生、逐
海迁徙的先民，也有了一个响亮
的名字：南岛语族。

南岛语族是指南岛语系的
民族，南岛语系是目前世界上唯
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大
语系，西起非洲东海岸的马达加
斯加岛，东到智利西海岸的复活
节岛，北到中国的台湾岛和美国
的夏威夷群岛，南抵新西兰群
岛，人口超过了4亿。

在整个南岛语族迁徙的路
线上，比如中国台湾、菲律宾、北
婆罗洲及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
众多岛屿，都可以看到一个工具
叫有段石锛，就是我的家族成
员。那么，我们是怎样从中国大
陆向诸岛发展的，路线是怎样
的？中国杰出的考古人类学家
林惠祥做过这样的推测：台湾应
是由闽粤过去；菲律宾应是由台
湾或由广东往东沙群岛等处移
去；苏拉威西和北婆罗洲是由菲
律宾传去；波利尼西亚诸岛也应
是由菲律宾移去。

身在壳丘头的我，是当前考
古发现最早的有段石锛。所以，
目前国际考古学界和中国考古
学界共同把壳丘头当作是南岛
语族最早离开原乡的起点。

文物传承灿烂文明，传承历
史文化。过去，我在这片土地，
遥望着先民驾着独木舟，先到中
国台湾岛再扩散至太平洋各岛
屿。现在，我想，能否通过做好

“有段石锛的传播扩散”这篇文
章，讲好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历
史渊源，为深化互信、拓展交流
与合作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感谢石锛兄的精彩介绍，让
我茅塞顿开。我想，我们的陶器
技术也是随着先民一路到台湾再
到太平洋诸岛。

大家好！我是贝齿纹陶器，一
种具有鲜明海洋文化特征的生活
器皿。在壳丘头遗址出土的陶器
中，我是最具特点的，标志着先民审
美的觉醒。那时，生活在海坛岛上
的先民们，就地取材，利用蚶类贝壳
边缘的自然纹路，直接压印在陶坯
上形成“贝齿纹”，然后进行烧制，我
就诞生了。当然，我们家族有着形
式多样的纹饰，先民们利用尖细硬
物以双线或数线平行、转折、交叉等
形式，刻划出方形、圆形、三角形等
图案，并成排成组形成纹饰。

林恭务先生说，从平潭壳丘
头遗址出土的生活用具等器物并
结合自然环境来看，说明在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活跃
着一群具有浓郁海洋性特征的福
建最早先民，依海为生、繁衍生
息。

更重要的是，通过比对我们
的纹饰、器型，可以发现平潭壳丘
头文化跟台湾大坌坑文化有很多
共性，处于同一个文化圈。两地
出土的陶器都以粗绳纹、夹砂陶

为主要特征，很多都印有相似的
波浪纹、贝齿纹、指甲纹和刻划纹
等，反映出当时两岸先民对大海
的热爱与崇拜，是我们两岸先民
共同的文化符号。

早在 1955年，林惠祥先生就
发表论文《台湾石器时代的遗物
研究》指出：“台湾的新石器时代
文化虽有一点地方特征，但从大
体上看，却是属于祖国大陆东南
一带的系统。”

著名的台湾籍考古人类学家
张光直教授更是推定，壳丘头文
化是大坌坑文化的源头或源头之
一，并很有可能是南岛语族的源
头。他指出，台湾岛和澎湖群岛
上所有的大坌坑文化遗址的校正
年代都在距今 5000至 4000年之
间，明显晚于壳丘头遗址，两者之
间具有渊源和传承关系。由此可
见，从远古时代开始，闽台两地就
同根相连。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
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
根脉和归属。我想，在新时代讲
好壳丘头文化故事，有着更深层
次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义，对实
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
统一有着重要作用。

随着夜幕渐深，一切又
归于宁静。而南岛语族这个
话题将在这片土地持续进行
下去。“目前，壳丘头遗址群
列入国家‘十四五’大遗址保
护利用专项规划，南岛语族
起源与扩散研究也被国家文
物局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我相信，随着不断深入
地考古发掘和研究，未来平
潭壳丘头将成为一个国际性
的南岛语族寻根体验之地，
一张金灿灿的世界文化名
片。”范雪春院长如是说。

千万年间，沧海桑田，闽
人紧随大海的脚步，搏击风
浪，览尽甘苦与浮沉。沿着
时间的长河逆流而上，我们
不仅看到了“世界”，也遇见
了“自己”。未来，还有更多
惊喜值得我们等待。

有段石锛：
凿出了海上迁徙的时代

陶器家族：
镌刻两岸共同文化符号

友谊之榕：感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李序拓 谢发振 赖冰昌

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路口处的独木舟造型雕像

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路口处的独木舟造型雕像。。（（资料图
资料图））

↑2004年，福建省博物院工作人员在壳丘头遗址发掘现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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