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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彩色图文形式介绍海南的文化史，从海岛的形成说起，记述海岛的史前先民，古代主要居民，
介绍本地黎族、苗族、回族情况，自汉唐以来的源流、宗教文化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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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鹏，1966年生，汉族，先后供职于铁路系统企业、地方科技报社、省级政府机关和政府研究部门，
现为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处长，出版专著《海南岛历史民族与文化》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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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海南岛史前先民渔猎族群锄耕族群古代海南岛主要居民迫寻远去的儋耳人探访神秘的乌浒人占朴
原始的文郎人建立夜郎闷的僚人走近海南俚人黎族源流黎族历史渊源黎族的姓氏黎女“文身”寻根迷
人的同川而浴苗族和回族苗族《盘古创世歌》海南间族汉唐之际的海南岛路博德首辟海南汉元帝罢珠
崖郡马援立城胃邑冼大人请复岸州唐宋以来的海南岛公道千秋“海外邹鲁”棉织奇葩海南岛的宗教文
化原始宗教信仰佛教在海南道教在海南基督教在海南伊斯兰教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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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从这两条记载可知，“儋耳降附”与“儋耳同哀牢僬侥等慕义贡献”是发生在同一年的事，应
指的是同一件事。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曾说“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干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
肩而已”，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哀牢夷中有儋耳人。
这里的“哀牢”指的是云南的哀牢山。
所以，《后汉书》中这两处的儋耳人指的是哀牢山儋耳人，唐代李贤在注释《后汉书》时未加详辨，
误以为是海南儋耳郡。
后世一些学者也多不加辨析，以至以讹传讹。
    至此，关于“儋耳”人的渊源，大致可以作如下推测：这一一族群最早出现在渤海湾，后由东向西
迁徙，到达青藏高原东邮，义南下在哀牢山定居，另有一部分在海南岛定居下来。
    儋耳人这一族群的基本特征在后世消失，唐宋以后的人记述海南岛的故事很多，却再也看不到有关
“大耳朵”的记载。
宋代赵汝适就曾在《诸番志．海南》里讲，过去有人说儋州这个地方的土著入耳长至肩，所以才有“
儋耳”的称呼，但现在这里却没有大耳朵的人。
这是整个族群被同化，还是又迁徙他处?今天已不得而知。
探访神秘的乌浒人    最初披露乌浒人的史籍是《墨子·鲁问》，说的是交趾之西有啖人国，这个地方
的人所生的第一个孩子都被分解吃掉，据说这样做才会对弟弟有利。
如果吃了感觉味道不错，还要送给首领尝尝，首领尝后也觉得味道不错，还会奖赏孩子的父亲。
《后汉书．南蛮传》更说，乌浒人如果觉得娶回来的妻子很美丽，就会把妻子让给其兄。
万震《南州异物志》也说，乌浒是地名，在广州以南，交州以北。
乌浒人经常出没于路上，一旦看见有过路的人，就出来袭击，主要是想吃人肉，而不是为厂得到财货
，并以人肉为佳肴，又砸破人的骷髅作为饮酒的器具，尤其视人的手掌和脚趾为珍品，一般用来献给
老人吃。
    到东汉末年，乌浒人成为交州、广州交界(交趾、合浦、郁林交界处)人数众多的一个族群。
关于乌浒人活动的核心区域，近代学者戴裔煊先生考证为广西横县以东至陆川一带。
蒙文通先生进一步推断乌浒人迁移的踪迹，以为他们是从交趾的西边向东迁徙而米，经炸吁到达郁林
，再北上荆州、湘江，南下交州、陆川。
乐史《太平寰宇记》以为乌浒人即后来的俚人，这一说法反映出宋代以后的人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彼此
之间极为复杂渊源关系的一种模糊判断。
    海南岛有乌浒人活动的踪迹，这一点从古人将乌浒人视为黎人就可以看出来。
宋代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黎，海南四郡鸠土蛮也。
”陆次云《峒溪纤志》也说：“黎人生儋、崖、琼、万之间，即鹇入也。
”戴裔煊先生认为鸭上蛮即陷人，亦即乌蛮、乌浒蛮。
蒙文通先生指出，《汉书．贾捐之传》所录贾捐之的话，认为在海南岛上生活的是骆越人，鼻饮这一
现象是骆越的习俗，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有可能在贾捐之生活的年代，乌浒人刚由交趾的西面向东迁
徙来到海南岛，而贾捐之早就听说过骆越这个族群，但不知道乌浒人这个族群的存在，于是就笼而统
之地称他们为骆越人。
《太平寰宇记》说黎人“杀行人取齿牙贯之于项，以街骁勇”，成为一般研究者认为乌浒人与黎人有
渊源关系的最好注释。
古朴原始的文郎人    《水经．温水注》引《林邑记》一段话说，  日南郡朱吾县以南有文郎种人，露天
生活，没有住宅，以树为家，吃生鱼生肉，靠采沉香为业，与人交易就像上古的人一样。
《续汉书·黎族人过河用的葫芦(《黎族传统文化》)郡国志·注补》日南郡朱吾县引《交州记》也说
：这里的人伴海而居，不吃大米，仅以鱼    文郎人“野居无室，依树止宿，食生鱼肉，采香为业，与
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
他们的习俗不仅与骆越人耕田为食不同，与夜郎人聚族而居、耕田谋食的生活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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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不能将文郎人与夜郎人混为一谈。
    关于文郎人的记载仅见于日南(今越南)旧史，中国古代文献记录的很少。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支自西向东迁移而来的新族群，生活方式原始，人民纯朴，这些方面是
前面所述百越族群无法比拟的。
这一族群在向东迁徙过程中，到达日南后，又渡海到达海南岛，成为今天海南岛黎人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更准确地说，黎族中的哈黎族群，就有可能是由文郎人渡海而来所衍化的。
哈黎族群不仅生活方式原始，而且主要生活在海南岛的南部，其由南向北的发展迹象已被前人进行田
野考察时所指出，也是这一推测的重要根据。
这一推测的另一根据是，哈黎喜欢用“抱某、报某、保某、宝某”等地名，因为“抱、报、保、宝”
都是哈黎语“村子”(bOu)的对译，而在广东徐闻、海康、湛江、高州、电白、信宜，也有用“抱、
报、保、宝”命名的村子，这说明哈黎族群的人在到达海南岛的同时，也到了广东西南沿海一带。
建立夜郎国的僚人    “僚人”之称，最早出现在晋朝张华的《博物志》里，后来，常璩《华阳国志》
、《晋书．李势传》、李石《续博物志》、《魏书．僚传》等也都有所记载。
僚人出现在四川，人数众多，分布广泛，遍布今四川中部、东部及重庆市，一时引入注目。
然而僚人是从哪里来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指出，僚人是从肝河向北发展到四川的。
王燕玉考证说，烊河国结束于春秋末期，起而代之的是夜郎国。
夜郎国在西南夷中很有影响，北通巴蜀，南连南越，西达滇国，东接荆楚，曾与南越长期为邻，武帝
时曾受汉“夜郎王”之封。
另据《汉书．西南夷传》，夜郎国亡于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一公元前25年)，就在那一年，烊河太
守陈立斩夜郎国王兴，夜郎国从此不复存在。
古夜郎国的主体族群当有僚和濮，僚人先入，濮人后来。
夜郎国居统治地位的族群为僚人，而非濮人。
    作为居统治地位的族群，僚人在夜郎国灭亡后，去向何方?这是最令人关注的事情。
目前从对夜郎国及其族群研究的结果看，僚人的去向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就地衍变为现在主要居
住在贵州境内的仡佬族等族群；(2)向北发展成为巴蜀境内的僚人；(3)向南迁移成为两广乃至海南岛
内的僚人；(4)向西迁移成为九真徼外的夜郎人。
仡佬族的先人为僚人几乎成为共识，南越、交趾自古就与巴蜀交通，夜郎(羊河)为其必经之路，由夜
郎(烊河)向南向北迁移也在情理之中，惟有向西迁移至九真徼外的夜郎人值得重视。
    最先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是蒙文通先生，说：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烊河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
，此后夜郎之地不再有关于夜郎国的事。
东汉建武初年(29)，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徼外有夜郎人“慕义保塞”，东汉永初元年(107)，九真徼
外夜郎入主剃刁服汉朝。
夜郎族人在夜郎国灭亡后西迁至九真徼外，后又慕义举土内属，人多地广，影响颇大。
    关于僚人的习俗，古书多有记载，较详者如《魏书．僚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散居山谷，
居“干栏”；(2)无氏族的分别，无名字，所生男女均以长幼次第来称呼，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称
阿夷、阿等；(3)一群人中以年长者为王，父死子继，但各群彼此之间互相独立；(4)每个僚王都有鼓
角一双，由自己的亲人负责吹或打，群聚时常常执盾持矛，敲竹为音，击掌为声，构成欢乐的节奏
；(5)喜好彼此之间的残杀，父子之间也是如此，大多不敢独自远行，口嚼鼻饮，能卧水底，持刀剌鱼
；(6)善于织细布，颜色非常鲜明。
《旧唐书·南平僚传》说南平僚人居住在被称为“干栏”的楼房里，男人衣襟左面敞开，长发披肩，
赤足行走，妇女的衣服是用两幅横布裹身，头从中央露出，称为“通裙”。
这里的人头发很好看，一般扎成髻鬟垂于脑后，用三四寸长笔杆粗细的竹筒斜插在发髻上，家庭比较
富裕的人也有配戴珠当的。
    在僚人习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保存于陵水黎族自治县博物馆内的海南民间榨糖用的
石碾“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穿的是通裙；二是“其人美发，为髻鬟垂于后”，都有一头
很好看的头发。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椰岛寻踪>>

这与唐代以前海南岛居民的习俗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到了宋明时期，海南岛上的居民已被分为黎和岐两种。
顾炎武认为，岐人即隋书所说的伍，也就是晋代的僚人。
从僚与岐的生活习俗来看，认为岐为僚的后裔或许并无不妥。
可能的情况是，夜郎人在“举土内属”时，有一部分渡海来到海南岛成为岐人，也就是后来的黎入。
走近海南俚人    史书关于“里”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南蛮传》。
据此书的记载，东汉建武十二年(36)，九真徼外有一个名叫张游的蛮里人，羡慕内地文明，主动带着
族人归属内地，被朝廷封为归汉里君。
东汉建武十六年(40)，交趾女子徵侧及其妹妹徵贰起兵反叛汉朝，九真、日南、合浦一带的蛮里一呼
百应，一下子攻占厂65个城池，徵侧自立为王。
唐朝李贤对“蛮里”的注解是：“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
”    东汉九真徼外，在今天老挝境内。
由此可以看出，早在九真到合浦一带就生活着一群被称为“里”的族群。
从史书记载陵水县出土的铜器的分布范围看，这一族群主要生活在今天的越南、老挝及广西南部、广
东西南部。
    据《三国志。
吴书．薛综传》，三国时期，在两广一带已形成势力强大的所谓“高凉宿贼”，成为反叛逃亡人群的
最后落脚点。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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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子海南岛位于中国的最南部，面移3．39万乎方公里，在北纬l8.11’一20.11’，东经108.3 1’
一111.O3’之间，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西临北邮湾勺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遥秈呼应
，力三南和南面环．钧中困海的是：作律宾、文莱、马来西亚。
琼州海峡宽lO一18海里，平均深度44米，最深处为170米。
    海南岛形成的时间最常见的说法是650O万午前。
严格地说，这是错误的，它把海南岛中部山区的隆起等同于海南岛的形成，而没有考虑到，海南岛北
部裂谷型断陷带的出现才是决定海南岛成为岛屿的关键性因素。
事实上，如果没有北部裂谷型断陷带的出现，海南岛至今还将与雷州半岛连成一个整体，而不是现在
的岛屿。
    海南岛是南海大陆架上的岛屿。
古地磁研究的结果表明，海南古地块曾经发生过水平运动。
早白垩世以前(距今1．35亿年前)，海南古地块古地理位置处在北纬21．09附近，即现在的北部湾的部
位，与华南地块是一个整体。
早白垩世以后，海南地块与华南地块分离，发生漂移运动，并伴随顺时针转动。
到第四纪(始于距今l60万年)时，海南岛定位于现在的位置。
    另一方面，海南古地块的垂直运动直接影响了海南岛地形地貌。
始于2。
5亿年前至2．05亿年前中生代印支期造山运动和侏罗纪(2．05亿年前、l。
35亿年前)、白垩纪(1．35亿午前、6500万午前)的燕山运动，使这块古地块的中部地势上升，形成穹窿
地貌，中部高，四周低。
到新生代(从距今6500万年至今)晚第三纪(结束于l60万年前)，由于太平洋板块向亚洲板块俯冲作用的
影响，海南岛内断块活动强烈，形成一系列东西向(为主)和南北向断裂带，进而发展为断陷带，琼北
断陷带因此而产生。
此后，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板块俯冲作用加剧，岛内断块活动更为强烈，东西向断裂带的张性活动
剧烈，琼北断陷带进一步发展，形成规模巨大的裂谷型断陷带，这就是今天琼州海峡的原型。
由于裂谷型断陷带的出现，海南岛与雷州半岛分离。
至此，海南岛才从大陆相对“独立”出来，当海水浸没大裂谷，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岛屿。
    地质勘探结果显示，琼州海峡底部存在红色风化壳。
这是近百万年来花岗岩及玄武岩长期陆地风化的结果。
这一现象表明，琼北大裂谷形成的时间距今不到100万年。
因此，准确地说，海南岛的形成距今不到l00万年。
    在地质史上的第四纪，  由于剧烈的大气变化，全球先后出现四次冰期，造成三次海退和四次海侵，
海南岛可能出现过几次与大陆的离合，琼北断陷带曾几次露出海面。
    三亚落笔洞考古发掘结果表明，距今一万年前，海南岛有华南虎活动的踪迹，华南虎是近50万年出
现的物种；海南岛全新世沉积物中(如海岸沙堤上)没有红土层，而红土层形成的时间至少要一万年以
上。
以上两点表明，今天的琼州海峡形成的时间距今不到一万年。
    有关调查发现，海南岛海岸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海南岛海岸除了南部山丘直接临海，形成岬角地形(
如天涯海角等)外，不沦台地海岸还是山地港湾海岸，都以海岸沙堤为主要地形，多为全新世中后
期(7000年来)发育的沙堤群堆积场所；二是海南岛海岸地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环岛珊瑚礁海岸，礁块
厚度不过十米左右，礁体形成的年代由碳l4测定为3000—6000多年，由此可知，珊瑚礁海岸是在全新世
海侵期才发育起来的；三是海南岛海岸地形的另一特征是沙滩上有海滩岩，这些海滩岩的形成从5000
年至今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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