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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东南亚大陆地区古代民族分布与现代有重大区别 , 反映了一千多年来该地区政治力量的变化。本文根据历

史记载和现代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历史上各民族的来源 , 认为在公元 10世纪之前 , 孟一高棉各民族是该地区占有主导

地位的政治力量 , 马来族系在半岛南端 、 占婆和群岛地区建立了政权 , 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印度化文化是这一时

期的主要文化特色 , 汉文化影响下的当地文化只在中国政治势力到达的半岛东北部存在 , 但发展很快。 10世纪以后 , 源自

中国南部的泰国 、 老挝 、 缅甸等民族陆续在这一地区崛起 , 促使东南亚地区发生文化变迁 , 形成目前的民族和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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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betweenancientandmoderndistributionofSoutheastAsianpeoples.

Thisshowschangesofpoliticalforcesinthepast1000 years.ThisarticleanalyzestheoriginofSoutheastAsian

peoplesbasedonthematerialsfrombothhistoricalrecordsandrelatedfieldstudies.Before10thcentury, Mon-

Khmerpeoplesweretheleadinggroupsinpeninsulaarea.Malaypeopleswereinthesouthofpeninsulaandarchi-

pelagoareaandestablishedbaseinChampa.Indianculturedevelopedfromlocalculturewasmajorcultureinthis

period.Chineseculturewaslimitedinnorthpartofthepeninsular.After10thcentury, peoplesfromsouthChina

suchasTai, LaoandBurmeseimmigratedintotheareaandestablishedtheirgovernments, whichchangedthedis-

tributionofSoutheastAsianpeoplestopresenttime.

　　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分布从古代以来有比较大的

变化。考古发现表明在史前时期东南亚的大陆地区

和海岛地区都有人类居住① , 但这些史前文化的主

人究竟属于什么民族 , 现在已经难以查考 , 尽管考

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做出了很多把古代文化遗迹与

历史上的民族分布联系起来的努力 , 但至今尚未取

得学界期望的成果。本文拟对有历史记载以来东南

亚大陆地区的民族分布与迁徙状况作一较系统的分

析 , 以探究这一地区的民族源流 。

东南亚大陆地区的民族成分众多 , 尽管一些历

史学家断言 , 东南亚地区的居民在受到印度和中国

文化的影响之前已经是 “具有自己的相当高度的

文明的居民”
[ 1]
, 但这些 “具有自己的相当高度的

文明的居民 ” 是谁 , 他们的历史有没有延续到后

代 , 都语焉不详。东南亚大陆地区的土著民族在文

明发展史上也一直没有占有显著的地位 , 在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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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著作上提到东南亚文化的时候 , 这些文化的创

造者往往都被认定是后来移徙至此的某些民族 。比

如著名的扶南王国 , 其建国传说中关于柳叶公主的

记载就含有明显的印度因素 , 而这一因素是符合历

史真实的 , 还是后代为了表示其印度化文化的合法

性而附会上去的 , 则已很难考证。

现在 , 在东南亚大陆地区分布着上百个民族 ,

这些民族可以大致分成几个集团:有使用南岛语系

语言的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诸民族和马来诸民

族;有使用南亚语系语言的孟 —高棉诸民族 , 如孟

人 、高棉人 、北部高棉人 、越南人 、 克木人 、 佤人

等;还有汉藏语系中使用藏缅语族语言的缅甸 、克

伦 、克钦 、 拉祜 、阿卡族人 , 使用侗台语族台语支

语言的泰 、 傣 、 老挝 、掸 、侬 、土族人 , 使用苗瑶

语族语言的苗 、 瑶族人等 。我们需要考察的是:现

在东南亚大陆地区的这些民族的先人有哪些确实来

自东南亚大陆以外的地区 ?他们是从哪些地方 , 在

什么时候来到东南亚大陆的?

一 东南亚土著人的后裔遗民:尼
格利陀人

　　据历史学者们的研究 , 大约 40, 000年以前东

南亚的居民可能主要是澳大利亚 —美拉尼西亚人 ,

他们占据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这种情况一直延

续到几千年前其他民族徙入这一地区时才开始有所

转变。我国古代历史典籍中记载的 “昆仑奴 ” 可

能与这一人群有关。身材矮小的黑种人即尼格利陀

人就是这块广袤地域原始土著人种澳大利亚—美拉

尼西亚人的后裔遗民 。今日他们在东南亚的大陆地

区和海岛地区都已很少见 。仅见于泰国南部与马来

半岛的边缘地带 、安达曼群岛 、菲律宾中部和北部

边远地区。而且这些人的大部分 , 由于受到临近民

族的影响 , 已经改变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 改操

南岛语系或南亚语系的语言了
[ 2]
。尼格利陀人最

初的家乡在哪里 , 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

二 南岛语系民族在东南亚大陆:
占婆的兴亡

　　距今约 5000至 4000年前南岛语系人进入东

南亚地区并逐步广泛地分布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 。

关于这一语系人的源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即

大陆起源说和海洋起源说两种 。前者被大多数学者

所认同 , 但两种观点的争论仍未停息 。但可以肯定

的是:马来人在历史上曾有过从海洋地区向大陆地

区扩张的历史 , 其中占婆人一度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几乎与高棉先民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建立扶南

政权的同时 , 大约在公元二世纪左右 , 马来人的一

支———占婆人也从海岛地区来到今日越南中部一

带 , 在扶南的北面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林邑。占

婆人是善于航海的民族 , 他们脱离马来人主体而到

中南半岛的东部来聚居并不奇怪 , 这一地区在古代

属于航海的交通要道 , 至今依然在航海运输上占有

重要地位 。和他们的马来亲戚一样 , 占婆人建立的

林邑接受了印度教文化 。他们向南扩张时遇到了文

化上同样受到印度影响而实力也同样强大的扶南的

阻挡 , 向北扩张的企图也被中国地方政权交趾所遏

止。尽管与扶南人不断争夺并且有时也占到上风 ,

但占婆人的注意力似乎一直在他们熟悉的海上。因

此 , 一度高度发达的占婆文明并没有对周边的大陆

地区形成较大的影响 , 它作为马来民族大家庭的一

个成员 , 在其最强盛的时期也与其他马来民族一直

保持密切的往来 , 其政治 、 经济 、文化结构的变迁

基本和半岛南端和群岛地区的马来人国家保持同

步
[ 3]
。 10世纪以后 , 由于越南势力的扩张 , 占婆

国家的领土逐渐丧失 , 后期引进的伊斯兰教势力并

不能给占婆统治者帮很多忙 。最后 , 占婆完全被越

南人征服 , 它的政治力量完全丧失了。失去政权的

占婆人有相当数量离开了这块祖先经营了上千年的

地方 , 向南 、 向西迁徙
[ 4]
。占婆的失败不仅改变

了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政治平衡 , 它还使马来人向

北扩张的努力完全失败 , 其势力被局限在群岛地区

和邻近的马来半岛 。

但是 , 占婆人政权在中南半岛东南部的存在对

后代的民族分布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 从占婆迁出的

居民有相当一部分迁入马来人地区 , 逐渐融合于马

来人 , 未远徙的部分至今仍广泛分布于越南西南部

山区和柬埔寨的滨海地区 , 在今天我国的海南岛南

部 , 也有两个村子居住着占婆人的后裔 , 他们因信

仰伊斯兰教 , 在当地被看作回族
[ 5]
。

三 南亚语系各民族:起源与扩张

　　一般认为距今约 3000年前后 , 又有南亚语系

人先后徙入东南亚大陆地区 , 且其居住地区不断扩

大 , 不仅遍布中南半岛 , 而且在我国西南 、 印度次

大陆和尼科巴群岛一带均有南亚语系人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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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籍记载的最早在东南亚大陆建立的国家

是公元一世纪前后以湄公河三角洲为中心 , 具有印

度化色彩文明的扶南
[ 6]
。扶南人和后来在历史上

有较大影响的孟人 、 高棉人 、 京族人都使用属于孟

—高棉语族的南亚语系语言 , 统称为南亚语系

民族。

南亚语系民族的起源 , 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观

点 。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中印度 , 因为同属南亚

民族的蒙达人 (Mundas)在雅利安人到达之前就

已经在中印度居住了 , 他们是在印度人的排挤之下

才逐渐外移的。孟高棉人可能最初就处在蒙达人的

东面 , 向东迁徙是比较方便和自然的 。

另一种观点是起源于我国西南。持此种观点的

中外学者很多。像我国著名历史学者陈序经曾专门

著文论及孟人古国问题
[ 7]
。有的学者认为孟 —高

棉人即我国古代称之为百濮民族的一支。国外学者

持起源于我国西南说的也不乏其人 。 20世纪 90年

代问世的 《剑桥东南亚史 》 也明确支持此观点
[ 8]
。

笔者的意见:如果根据历史资料同时考虑到南

亚语系诸民族目前的分布情况 , 可能认为它们起源

于印度次大陆和中南半岛之间的广大内陆地区更合

乎实际 。其早期分布地可能北达中国的云南南部边

疆 。从最近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成果来

看 , 属于孟 —高棉族系的民族广泛分布于中南半岛

及周边地区 , 其中处于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多分布

在印度次大陆 、 尼科巴群岛 、 中南半岛南部 、 西部

和西北部地区 , 有民族学证据表明他们是当地最早

的居民 。如在中国云南的南部和缅甸 、老挝的北部

交界地区 , 分布着若干使用孟—高棉语言的族群 ,

如佤族 、布朗族 、 德昂族和克木人等 , 在 20世纪

50年代初期社会发展水平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

汉朝的 “哀牢 ” 可能是这些民族的先民
[ 9]
。在尼

科巴群岛的尼科巴人 、马来半岛南部的马六甲人 ,

也保留有较多的原始社会残余。从民族习俗上看 ,

南亚民族在很多地方都被其他民族承认是当地最早

的主人 , 例如:在傣族和哈尼族占多数的我国云南

西双版纳地区 , 为数很少的克木人在传统的民俗活

动中依然占有显著的地位 , 比如在傣族召片领即位

的典礼上 , 必须有克木老人为其作先导①。每年雨

季来临而久旱不雨时 , 有克木人居住的地区 , 当地

傣族人都要请求当地的克木人来为他们求雨 , 而不

像其他傣族地区 , 由傣族的巫师组织求雨。在我国

西双版纳勐腊县有一口么歇盐井 , 解放前还曾流行

这样的风俗:每年祭祀井神的时候 , 盐井的所有者

———傣族土司和国民政府的思普沿边设治局官员准

备好祭品后 , 必须请当地的克木老人担任主祭 , 祭

品也只能由克木人享用②。这些民俗习惯都表明克

木人在当地被承认为最早的居民 , 而其他民族都是

后来者。既然如此 , 孟 —高棉各民族可能是通过向

东 、 向南迁徙 , 逐渐到达中南半岛的东部和中部

的。其中 , 在迁徙过程中向南到达海岸的孟 、高棉

等民族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 , 在中南半岛的中部

和南部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而向东的京族进入了汉

族文化影响较大的交趾地区 , 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发

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 , 在 10世纪以前以至更晚的几

个世纪里 , 东南亚大陆地区来自南亚民族的居民是

连片分布的 , 西南部是孟族 , 他们接受了佛教信

仰 , 在今天的下缅甸和泰国的中南部建立了若干个

具有高度文明的城邦 , 其中堕罗钵底和直通在历史

上有比较大的影响 。虽然骠人的徙入对孟人产生了

一些影响 ,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孟人文明的发展

进程 。在他们的东边 , 高棉人先后建立了扶南和真

腊王国 , 使大乘佛教———后来是印度教 ———在这一

地区大大地发扬光大。在他们两者的的北方 , 是接

近高棉人的罗斛③ , 他们从高棉人那里接受了印度

婆罗门教文化 , 并一度从属于强大的吴哥王国。在

吴哥衰落以后 , 他们逐渐被后来的泰族政权所吞

并 , 形成了现在居住在泰国东北的北部高棉人

(NorthernKhmer)。他们中的所谓陆真腊在今天的

泰国中北部和东北地区留下了一些具有浓厚地方色

彩的印度教建筑遗迹。在高棉人的东北方 , 被称为

越人的京族则接受了汉文化 , 在 10世纪以前一直

处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 , 发展了以汉族文化

为基础的本民族文化 , 其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政治经

济实力成了阻挡高棉人带来的印度化文化进一步向

北扩张的屏障 , 也为其后来向南方扩张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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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史籍记载的林邑 (马来人的一支———占

婆人建立的王国)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北部立国的时

候 , 越人 (京族)应该也已经到达了北部的红河三

角洲并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发展了高度的文明 , 正因

如此 , 他们才有能力抵御占婆人高度发达的印度教

文明向北扩张的企图 , 并在 10世纪以后逐渐向南扩

张 , 把占婆人的政治势力挤出半岛地区 。

在公元 10世纪以前 , 东南亚大陆地区分布最

广的是南亚语系各民族 , 马来人占据了半岛的南部

狭长地带 , 其支系占婆人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北侧占

领了一块飞地 , 在这里发展了带有马来人特色的文

化 。这些民族创造的带有本民族色彩的印度化文化

是东南亚大陆除了今越南 、老挝北部以外大部分地

区的主要文化特征。

四 汉藏语系诸民族:最后迁入东
南亚的人群

　　从公元初始前后开始 , 源于中国大陆西部 , 操

藏缅语的诸羌部落开始向东南亚大陆的方向迁徙 ,

由于中国国内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持续动荡 ,

为诸羌部落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 同时 , 北方鲜卑政

权的强大压力使诸羌势力向北 、向东扩张失去了可

能性 。与汉族关系密切的诸羌民族如氐和羌参与了

中原逐鹿 , 逐渐与汉族融合。其他诸羌部落乃沿川

滇 “民族走廊” 南下 , 在当时中国政治影响尚不能

达到的西南地区建立政权。在中国西南地区 , 七世

纪先后崛起的吐蕃 、 南诏都是源于诸羌的民族所

建
[ 10]
。在现在缅甸版图上 , 公元一世纪在其中部腹

地已出现骠国;公元四世纪 , 若开人已经建立了维

沙里王国①克伦人在七八世纪进入缅甸北部地区 。

10世纪前后 , 缅人南下来到中南半岛并且取代骠

人政权而建立了缅人国家。此后经过数百年经营 ,

逐渐削平南方的孟族政治力量 , 确立了缅族在缅甸

的统治地位 。骠人 、 克伦人 、 缅人都是源自诸羌 ,

从中国西部逐渐南迁来到中南半岛的 。他们的语言

藏缅语族与其他语言之间存在清楚的对应关系 。

而源于中国南部地区的壮泰系民族 , 虽然较早

就到达了中南半岛北部 , 但他们向中南半岛腹地大

规模迁徙的时间则开始得比较晚。公元 10世纪左

右 , 泰 、掸等民族先后来到中南半岛的北部 , 建立

了景线 、 景龙等小的政权
[ 11]
。公元 13世纪 , 素可

泰人在湄南河上游流域获得了统治权 , 与比它早建

立的兰那 、景龙等政权共同组成了泰 、 傣民族的政

治势力 , 14世纪 , 老挝人建立了澜沧王国。此后 ,

经过阿瑜陀耶王朝以来的反复经营 , 泰人征服了孟

族和高棉族的政治势力 , 确立了泰族在湄南河流域

的统治。

壮泰系民族在泰国 、老挝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

处境因各个时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

导致其迁徙方向的多次变化 , 泰 、傣民族在泰国 、

缅甸的北部地区分支 , 傣族向北重新进入中国 , 泰

人则继续向南;掸人在历史上主要的迁徙路线是向

西 , 其支系之一阿含人 (Ahom)最远到达了印度

的阿萨姆邦并且一度建立了政权
[ 12]
。

通过最近几十年来的田野调查 , 民族学者已经

对壮泰系各民族在文化传播上的链环有了比较清楚

的认识。大抵西进的泰 、傣诸民族 , 由于经历过与

文化上比自己先进的孟 —高棉民族的接触 , 所以都

和孟 —高棉各民族中的先进民族一样 , 信奉佛教 ,

其中泰族受孟人和高棉人影响较深 , 在佛教信仰中

保留了比较多的印度教因素 , 语言里面有比较多的

孟—高棉语借词;而老挝 、 傣族 、掸族的佛教信仰

则融合了比较多的自然崇拜因素 , 其语言受孟—高

棉语的影响成分也少一些;这些民族普遍使用以孟

文或高棉文为基础创制的文字。在老挝 、越南的北

部及中国云南红河流域以东 、 以北地区的壮泰族

群 , 如处于越南北部的黑傣 (BlackTai)、 侬

(Nung)、 土 (Tho)和中国境内的壮 、 布依等民

族 , 尽管在语言上与泰 、老 、掸等民族接近 , 但长

期受汉文化影响 , 普遍不信仰小乘佛教 , 而以自然

崇拜为信仰的主要内容 , 也不使用源自巴利文的文

字系统。在这两大文化系统交融的过程中 , 居住在

越南 、老挝北部和中国云南南部与越南 、老挝交界

地区红河流域的白傣人 (WhiteTai)在文化上呈

现出一种特殊的面貌:白傣人在解放前读汉文书 ,

至今在信仰上奉行自然崇拜 , 但是记录本民族语言

所使用的文字是与老挝文 、 傣文接近的源自印度的

字母系统 。这种文字至今还在越南的白傣民族中通

行②。以白傣人的分布区域为界限 , 往西往南的

泰 、 傣族受印度文化影响较大 , 而往北往东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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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学术界对这个王国的主人是谁还存在争论 , 尚不能完全肯定维沙里王国的建立者就是若开人。按若开人自己的史籍或传说 , 其成
立王国的时间更早 , 但目前尚无考古材料可以证实。

根据笔者本人 2002年 8月在云南省金平县勐拉乡的田野调查资料。



群体则受到中国文化比较大的影响。

不管是缅人还是泰人 、老挝人 , 这些源于中国

的民族在与中南半岛的孟—高棉民族发生接触以

后 , 其本身在文化上都迅速地孟—高棉化 , 接受了

孟 —高棉人介绍进来的印度字母作为本民族语言的

书写工具 , 用先进民族的文化来丰富了自己民族的

文化。

在缅人 、泰人进入东南亚后的几个世纪里 , 由

中国西南地区向东南亚大陆迁徙的趋势保持了比较

长的时间 , 跟随缅人向中南半岛西部迁移的藏缅系

民族有克钦 (景颇 KariangorJingpo)、 阿卡

(Aka)、拉祜 (Lahu)、 毕僳 (Bisu)等民族 , 这

些民族现在在缅甸 、 泰国和老挝的北部地区都有分

布;跟随泰人 、 老挝人向中南半岛中北部迁徙的除

了泰傣各民族外 , 还有起源于中国南部地区的苗 、

瑶等民族。现在 , 壮泰各民族在中国西南各省区 、

越南北部 、 老挝 、泰国 、 缅甸北部 、 印度西北部广

泛分布 , 除了使用台语西南支语言的老挝人 、泰

人 、掸人 (分布在越南西北部以西)和使用台语

中支语言的侬 、 土 、 岱 (分布在越南北部)等民

族外 , 在泰老边境还有使用台语北支语言的石家人

(Saek);苗族和瑶族在中国西南和越南 、 老挝 、

泰国 、 缅甸都有分布 , 其中越南 、老挝 、 泰国人数

较多
[ 13]
。

综上所述 , 早在史前时期东南亚就有土著人在

繁衍生息。源于东南亚大陆腹地的南亚人很可能是

尼格利陀人以外最早在东南亚地区繁衍生息的人

群 。他们在历史上一直持续地向南向东扩散 , 其他

东南亚现代民族都是外来者 , 其中南岛语系诸民族

来到东南亚最早 , 大概在距今 4000或 5000年前就

开始徙入东南亚了 。他们到达现在越南中部的历史

时代应该与南亚人到达越南北部的时间相差不远。

最晚进入这一地区的人群是在公元前后来到这里的

汉藏语系各语族人 。公元初始以后各族人先后在这

块土地上建立过许多文明古国。在公元初以后的将

近十个世纪里 , 东南亚大陆地区的主要居民属于

孟—高棉族系 , 主要文化特征是大乘佛教和印度

教 , 汉文化仅在越人 (京族人)分布的狭小地带

占主导地位。公元 10世纪以后 , 东南亚大陆地区

的民族分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 越人 (京族)

逐步向南扩张 , 使湄公河三角洲以北地区的印度化

文化逐渐衰落 , 转而成为汉文化圈的一部分;同

时 , 来自亚洲大陆的诸羌民族和百越民族陆续迁

入 , 在中南半岛的西部和北部占据了数量上和政治

上的优势 , 建立了政权 , 打破了孟—高棉各民族连

片分布的状况 , 改变了东南亚地区民族分布的固有

格局 。这些后来的民族在文化上普遍受到孟 —高棉

文化比较大的影响 , 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基础

上 , 逐步接受了带有地方色彩的印度化文化 。在这

一过程中 , 半岛南部地区原来占优势的印度教文化

逐渐衰落 , 被佛教文化所取代 , 随着伊斯兰教的兴

起和阿拉伯人在航海方面活动范围的扩大 , 半岛和

海岛南部的一些地方接受了伊斯兰教 , 形成了一股

新的文化势力 , 只在印尼的巴厘岛保存了历史悠久

的印度教文化 , 这形成了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民族和

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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