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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南亚考古学中，巴拉望岛占有相当位置，这主要是由于岛上塔邦洞距今２．２万年前智人头盖骨的发现。这重要发现是美国人类学家Ｒ．

Ｂ．福克斯（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Ｆｏｘ）于６０年代在菲律宾巴拉望岛（Ｐａｌａｗａｎ）塔邦洞（Ｔａｂｏｎ Ｃａｖｅ）发

掘的成果之一，并成为菲律宾以至东南亚考古的划时代的大发现。笔者有幸于今年３月２０日至２６日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印度太平洋史

前学会（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ＰＰＡ）的第十八次会议。该会是世界上有关

东亚、东南亚、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史前史和古代史最重要的学术组织之一，成立于１９２９年，原来名称为“远东史前学会”（ＦａｒＥ

ａｓｔｅｒｎ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ｖ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会后笔者与多位东南亚考古学者同往巴拉望岛考察，同行者包括新近在印尼弗

洛勒斯岛（Ｆｌｏｒｅｓ）发现可能距今１．８万年的弗洛勒斯人的麦克·毛伍德（Ｍｉｋｅ  Ｍｏｒｗｏｏｄ）等著名学者。 

巴拉望巴拉望巴拉望巴拉望岛岛岛岛 

 

    巴拉望岛是位于菲律宾西南面一个长条形的大岛，西南面邻近东马来西亚。岛长４４５公里、宽４８公里，面积约１．５万平方公里，人口７

５万。巴拉望岛于明代称为“巴艹老员”，与中国早有海上交往，岛西部多高山，中部及北部有较多平地、山谷及冲积平原。岛上拥有丰富海洋

资源及世上少数尚未受破坏的完整生态系统，包括石灰岩的喀斯特地形、热带雨林及海岸地貌，并孕育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及自然生态。 

 

    在过去二百万年来，海平面曾出面大幅升降。当海平面较低时，巴拉望岛成为连接菲律宾与亚洲大陆的陆桥，是史前人类及动物迁徙的必经之

路。约一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之后，海平面上升至约现今水平，形成巴拉望岛及其附近约１７８０个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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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驱车向北往普林塞萨港地下河国家公园（ＰｕｅｒｔｏＰ ｒｉｎｃｅｓａ Ｓｕｂ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的Ｓａｂａｎｇ，参观巴拉望岛著名的地下河。途中队伍参观地下河国家公园的民俗博物馆，馆内介绍两个南岛

语族群Ｂａｔａｋ及Ｔａｇｂａｎｕｗａ。Ｂａｔａｋ族属于矮小黑人，是濒临消失一群，目前只有少于２０００人口。他们生活于狩猎采集的

经济模式，同时有用火开垦的迁移性农业，生产稻米及根类作物作为辅助的食物来源。族人制作树皮布作衣服，编织滕篮、草席，但却不织布，

且不制陶器。Ｔａｇｂａｎｕｗａ族属于南蒙人种（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ｏｎｇｏｌｏｉｄ）的定居者，主要粮食作物是稻米，生产方式则是

旱地游耕。渔获和狩猎是额外的食物来源，他们是少数拥有古文字的土著，这些文字及其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１９９９年宣布为，“世界

的记忆”“Ｍｅｍｏ～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民俗博物馆陈列了他们居住的房子的局部布置，并可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工具、树皮布，同时

有森林中狩猎、水中捕鱼，以及耕种的不同用具。 

 

    离开民族博物馆考察队于Ｓａｂａｎｇ的沙滩乘小艇向地下河的洞穴水道方向进发开始，沿途在石灰岩海岸可见从前南中国海海平面上

升，在石灰岩壁上留下的深刻痕迹，这与遥隔南中国海越南北部下龙湾所见相吻合。这条深入石灰岩的水道全长８．５公里，为当今世上已现的

最长地下水道，于１９９９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塔邦洞塔邦洞塔邦洞塔邦洞 

 



    翌日清早驱车前往考察的重点塔邦洞（Ｔａｂｏｎ Ｃａｖｅ）。中午到达奎松（Ｑｕｅｚｏｎ），先到菲律宾国立博物馆巴拉望岛分馆参

观，考察被誉为“菲律宾考古学之父”福克斯博士连同菲律宾考古学者在塔邦洞所发掘到的文物，包括著名的塔邦人头盖骨、石器及后来的瓮

棺。 

 

    午后从奎松码头乘船往塔邦洞。塔邦洞位于一岬角Ｌｉｐｕｕｎ Ｐｏｉｎｔ之上，塔邦洞为出土塔邦人头盖骨的洞穴，由于其名气大，亦泛

指该石灰岩组内８３个石灰岩洞穴群（Ｔａｂｏｎ ＣａｖｅＣｏｍｐｌｅｘ）。塔邦洞位于一崖岸之上，海拔３３米，俯视南中国海。洞口向

南，阔１８米，深４２米：洞穴采光充足、干爽、通风，为一理想的人类居所。福克斯博士于６０年代从事发掘的探方仍然保留在洞内，透过菲

律宾国立博物馆拍摄的纪录片，福克斯博士的发掘仿佛就在眼前。加上后来于２００１年发掘的成果，塔邦洞一共有四个人类活动时期。第一时

期是旧石器时代（最早始于８００００ＢＰ），洞中找到著名的塔邦头盖骨，测年距今２２０００年；后来的发掘找到一陉骨，测年距今４

７０００年，连同燧石制作的石片工具，反映穴居的智人生活在连接亚洲大陆和现今东南亚岛屿的陆桥上，当时的塔邦洞与海岸距离达３０

至３５公里。第二时期是新石器时代（８０００—２８００ＢＰ），约８０００年前海水上升，以至陆桥消失。人类从海路往返各岛屿，并将塔

邦洞用作埋葬死者的地方。除直肢葬外，他们有用瓮棺安放死者骸骨。第三时期是金属时代（２５００—１１００ＢＰ），塔邦洞继续用作神圣

的安放死者骸骨的地方，瓮棺的制作更为细致，有精美彩绘；刻划及印纹。第四时期（１１００－７００ＢＰ），宋元瓷器取代了本土明器作为

瓮棺葬具，反映了巴拉望岛与中国的密切接触。 

塔邦洞在塔邦洞在塔邦洞在塔邦洞在东东东东南南南南亚亚亚亚考古考古考古考古学学学学的意的意的意的意义义义义 

 

    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塔邦洞穴群的群发掘是菲律宾第一次于洞穴内进行的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并为菲律宾考古工作培育了

大批人才。这些发掘包括其中１８个洞穴，首次为菲律宾越过５万年的人类历史文化确位清晰的年代序列。洞内出土距今２．２万年前智人头盖

骨当时为菲律宾最早人类活动的最重要资料。 

 

    此外，塔邦洞穴群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的贝熔与苏禄群岛、密克罗尼西亚（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出土的非常相似，为史前人类经菲律宾向

太平洋的迁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塔邦洞穴群出土的闪玉（Ｎｅｐｈｒｉｔｅ）器物，提供了追踪矿源的考古矿物学分析的重要根据。这些闪玉器物在台湾、巴拉望岛及越南中

部都有发现，而台湾东部有该类玉料的出产。矿源、制作地点以及其使用地点的分析大大有助于追寻史前族群在东南亚岛屿之间的互动，亦有助

于南岛语族的本源及其扩散的探讨。塔邦洞穴群的发掘推翻了过去认为菲律宾在“铁器时代”前没有陶器的说法。塔邦洞穴群出土的陶器的形制

及其瓮罐葬式，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的发现，多有共通之处。特别是瓮罐上的刻划纹饰，越南学者指出其与南中国海对岸越南中部沿海

的沙黄文化（ＳａＨｕｙｎ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特色十分相似。其中最具特色的陶器是在Ｍａｎｕｎｇｇｕｌ洞穴发现的一个瓮棺，盖

上有两人共度一舟前往死后世界，测年为约公元前８００年。 

 

    塔邦洞穴群中宋元时期瓷器及墓葬的研究，亦为研究１０至１４世纪中国、菲律宾两国人民的交往贸易提供了丰富资料。除此之外，巴拉望岛

沿海的多艘沉船上的中国及外国陶瓷，提供了丰富的水下考古资源，以进行中国陶瓷及中外交通的研究。 

 

    近日学者提出中国与东南亚及太平洋之间的区域性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塔邦洞穴群遗址在菲律宾以至东南亚岛屿考古中别具重要意义，相信进

一步的研究将可对整个区域的文化互动与交流有更深的认识。 

（（（（2006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7版）版）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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