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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 在美国夏威夷的毕士普博物馆召开了以 “中国与太平洋史前文化联系新视野”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rehistoric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Pacific) 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主要探讨了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 南岛语族与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关系以及

东南沿海最新考古发现的意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教授作了题为“中国东南沿海与南岛语族史前史”的报告，根据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和遗传

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中国东南沿海是研究南岛语族发源的最关键地区。贝尔伍德同时也介绍了他最近在菲律宾考古新发现及其对研究南岛语

族扩散的意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臧振华教授报告了他对南岛语族起源的新研究。根据福建、广东、台湾、菲律宾和越南的最新考古材料，臧振

华认为南岛语族起源地应该在福建南部至越南北部一带的大陆沿海。夏威夷大学的罗莱(Barry Rolett) 教授介绍了他对中国东南沿海史前航海术发

生的时间和原因的研究，提出这些航海活动是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发端。 

     福建博物院的林公务研究员以昙石山文化为主题，指出福建沿海的史前文化是研究南岛语族起源的重点。林公务同时还介绍了昙石山遗址的

保护规划。福建博物院的范雪春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东南沿海旧石器时代的采集与狩猎”的学术报告，重点介绍了福建最近几年来旧石器时代

考古新发现及其对研究闽台史前文化联系的意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海明研究员报告的主要内容为浙江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以

及这些新材料对研究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序列的意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国平研究员重点介绍了新近发现的田螺山遗址的材料，以及

他对河姆渡文化的新认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问学者李恇悌教授介绍了他对台湾海峡两岸史前贝类动物的研究，对史前环境的变化进行了探

讨。正在夏威夷大学访问的厦门大学吴春明教授则整合了越族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探讨了如何从多学科角度来研究百越民族与太平洋地区南

岛语族的关系。毕士普博物馆的焦天龙教授在总结中国东南沿海史前考古的过去与现状的基础上, 指出未来研究南岛语族起源的重点地区应该是

浙江至广东东部沿海地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源、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带的文化关系以及台湾与大陆的史前文化联系应该是未来研究的重

点。 

  此次研讨会是美国夏威夷的毕士普博物馆举办的 “中国史前沿海文化与太平洋的关系”大型系列项目中的一个部分。目前该馆正在举办题

为“相遇太平洋——中国海洋文明的发端” 特别展览。（高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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