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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越族概述 1

古越族，是百越地区越人各部的统称，是自远古至

秦时代一直繁衍生息在中国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百越地区

的族群。一般认为，今天中国境内的傣族及与之有关的

境外掸族、老族、泰族均由古代的“百越”族群演化而

来。那么古越族从何而来，究竟与泰国泰族有什么的渊

源呢？越在文献上也称之为百粤、诸越，中国古籍《汉

书·地理志下》载道：“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

杂处，各有种姓，不尽少康之后也。”[1] 其中的族系包括

了于越、骆越、瓯越、闽越等许多支系，在民族发展历

史中，部分越人被迫北迁和南迁与汉族杂居，至此，越

人分布的地区逐渐扩大，尤其是南迁的越人更与当今东

南亚地区的一些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甚至可以说

古越族是东南亚众多主体民族的祖先。

二、从族源分析来看古越族与泰族渊源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魏晋以后，南方地区出现了现

代少数民族如壮族、黎族、布依族、水族、高山族和侗

族等，就其民族历史发展来看，这些民族与古越族有亲

缘关系，如我国著名学者范洪贵教授认为现在操壮侗语

诸民族在古代与东南亚操壮语诸民族同根同源。[2]

也有学者认为壮傣语族是古越族的后裔，傣泰民族

是壮侗语民族中的一个分支群体，属于这个群体的民族

包括今天分布在中国云南边疆地区的傣族和分布在越南

西北地区的泰族、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泰国的主体民

族泰族、缅甸的掸族、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阿萨姆人以及

这些民族的诸多支系，这些民族或支系多自称为“傣”

或“泰”，因此，统称为傣泰民族。[3] 该说法则主要涉

及到学术界一直来都在探讨的问题，即泰国泰族的由来

问题，关于该问题教为站得住脚的是“迁徙说”，即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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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或傣泰民族起源于中国北方或更远的地方。其中黄惠

焜先生曾提出泰族的先民是古代的越人，但这些迁移过

去的越人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泰国主体民族。[4] 笔者亦同

意该观点，首先，根据相关考古发现，无论是在泰国北

部还是东北部，都出土了大量的遗址，这些遗址表明，

早在公元前 1 万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通过研究发现，

这些民族大多属于孟高棉语民族，说明现今泰国境内在

外来民族迁移过来之前已有土著民族，但是，一个国家

主体民族的形成必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并不断与当地的

土著民族融合才能形成当地的主体民族。因此，笔者认

为当今泰国泰族与中国古越族有亲缘关系是毋庸置疑

的。

根据中国古籍记载，古越民族曾有三次大规模向南

迁徙，第一次是楚灭越后，古越族被迫离开原住地到了

今东南亚地区；第二次是秦始皇灭楚与开发岭南，秦始

皇统一天下后，为防止越族的反抗，遂迁越人于内地。

第三次是汉武帝灭东越、南越导致部分古越族南迁到东

南亚。[5] 古越民族向南迁移的过程中，不断在南下区域

建立了不少王国，如古代印度阿萨姆的阿王国，缅甸掸

邦的乔萨弥王国，泰北兰那和素可泰王国，虽然这些古

邦国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由越人建立，而是越人与当地

土著和外来民族融合后形成的主体民族 - 泰族建立，但

这也表明了古越族在东南亚地区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群

古越人溯其源渊，他们最早都是由云南南部及越南北部

逐步迁入的，这也证明了古越族是东南亚民族之一的来

源。

三、从物质文化特征来看古越族与泰族渊源

1. 农业生产

考古资料显示，古越族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经

钱塘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洪河流域、澜沧江

流—湄公河流域，一直到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平原地带，

所居住地带水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好、阳光充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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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地域条件有利于种植稻米，于是古越族人形成了

稻作文化为主的农业形态，并且通过古籍文献可知，越

族先民是水稻种植的发明者之一，《史记·货殖列传》曾

载：“楚越之地，饭稻羹鱼。”[6] 可见古越人所在之地均

食稻米，以鱼为耕，也从侧边反映了长江中下游的地理

条件。同时也有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稻谷最早起源于

我国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然后逐渐传播到了中国北方、

东南亚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泰国也是一个拥有者历史悠久的稻作文化国家，在

稻作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饮食结

构、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等。经过对比可发现，古越族

与今泰族在稻作文化方面有着许多共性，这些共性同时

也是两者民族渊源的佐证，如新石器时代，古越人在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一般形态的农耕工具—石斧、石锛、

石刀等，这些工具也曾在东南亚地区被发现，如拜耶

（H.O.Beyer）在菲律宾采集石锛的过程中发现了过半的

断石锛。[7] 解放后，我国东南亚地区也陆续发现有大量

断石锛，而研究者都承认断石锛是古越人的遗物。除了

农耕工具外，还有作为古越民族文化象征的印纹陶也曾

在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被发现，如越南的北山发

现的印纹陶和中国东南区的很相像，由此，可以论证古

越族中的一只曾携带者本民族的生产工具和印纹陶技术

南迁到东南亚地区，成为现在东南亚民族之一的来源。

2. 房屋建造

在房屋建造形式上，古越人喜住“干栏”式房屋。

据《魏 书 》 僚 传 记 载：“依 树 积 木 以 居 其 上， 名 曰 干

栏。”[8] 古越族的“干栏”式建筑有三个特征，一是底部

悬空，二是正脊两头翘起，三是屋顶的结构作两面坡式。

这种建筑，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就已经普遍

采用了，这种形式的建筑主要出现在古越人居住的一带，

因气候炎热，潮湿多雨，而干栏式的建筑则具有冬暖夏

凉的特点，采取“干栏”式的建筑再合适不过了。因泰

国的泰族与古越族一样喜欢傍水而居，加上泰国气候条

件和环境的限制，泰国的古代居民同样承袭了古越民族

的传统建筑风格，以借此躲避水患，方便日常生活。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民族溯源还是对古越民族与泰

国泰族的文化特质的对比分析，可发现古越族与现代东

南亚民族同属共同文化系统，也由此可证明越族南迁，

经过东南亚诸多地区，其中就包括现今的泰国，古越人

在这片区域上繁衍生息，在民族融合发展中成为了当今

的泰国主体民族—泰族，或者严格来说古越族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成为了泰国泰族的族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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