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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族群的源流和族屬

馮國強
香港樹仁大學  

一、蜑名解釋

「蜑」字不見錄於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後之《說文解字》有「蜑」字，是宋初徐鉉於宋太宗雍熙 

3 年（986 年）奉敕校定，始將「蜑」字收入卷十三新附中，註曰：「南方夷也，從虫，延聲，徒旱切。」【1】

「蜑」字的收錄於字書新附中並不是最早一本字書。「蜑」字最早收錄的字書是南朝梁孝緒的《文字集

略》，可惜此書已早軼了，但可從唐時何超《晉書音義》知道該書所言之蜑的解釋，其文說：「天門蜑，徒

旱切。蠻屬，見《文字集略》。或作蜒。」【2】

《文字集略》稱「蜑」為蠻屬，《說文解字》新附字又稱「蜑」南方夷也，兩者都不是蜑字的原意。

「蜑」字實際上是對這些民族語的一種語譯而已。這股北蜑其族群於魏晉南北朝時，長江流域蜑人勢力非常

強大，「蜑族廣為人知，蜑便成了通用字，最後列入字書」。【3】蜑字還有不少異寫，如亶、蜒、蛋、賧、

蜑、但、疍等，【4】都是同音異譯，是一種同音或近音異形而已，羅香林稱這是蜑人對自己的民族一種稱

呼。【5】關於這個解釋，筆者十分認同的，但筆者認為只能限於指北蜑的自稱，不能用於南蜑（ ）的解釋，

可惜古漢人視蜑為蠻，蜑字就是蠻。當說到這些北蜑也善於水性，因此，也把嶺南的水上人也稱作蜑，這

便是強加上去，是一些學者主觀想象而已。

蜑字於粵語是讀作「但」[tan22]。蜑字在珠三角許多人口裡經常說成「鄧」[tang22]（此 a 是短元音），實

在不是「蜑」這個字。tang22 的原字是「 」，也有不少人人讀作「定」[ting22]，筆者也曾在香港聽過有人

家人為「定家人」[ting22 ka55 jan21] （jan21 的 a 是短元音）。【6】

「 」，不是漢字，是古壯（壯族人，源流是古越的後裔）方塊字，壯語是小船之意，壯音是 

teng42，從舟，丁聲。【7】所以 tang22 ka55 或 ting22（粵音定）ka55 實在是古越水上人對自己的水上族屬一種

稱呼，就是艇家之意，不含侮辱和貶義。可惜五代十國打後的古文獻全稱嶺南水上人為蜑。

　　

二、南北蜑源流及其族屬

要談論南北蜑人的族屬，宜先行看其變遷和活動範圍。

我國蜑人，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分成南北兩支，早期學者視為同族，如羅香林在《蛋家》認為我國歷史上

的南北蜑人均為越族傳人。【8】陳序經先生在《疍民的研究》將所有蜑人都視為同族，主張南蜑源自北蜑南

徙。【9】到了上世紀 50 年代末，何格恩《蜑族之研究》卻認為南蜑與北蜑有別。指出宋代以前，一般所言之

「蠻蜑」，多為穴居野處之民族，尚未有水上居民之意。【10】何格恩又云：「由是說來，嶺南的蜑族，未必和

《華陽國志》所說的蜑，或《隋書》的巴蜑，有甚麼關係。」【11】《華陽國志》、《隋書》所言之蜑就是

北蜑，也是指巴蜑。吳永章〈南北蜑人不同族屬新說〉《民族研究文集》提出南北蜑人不同族群，它們之間

並不存在源流關係。吳永章又認為魏晉南北朝時鄂、川、湘、黔邊區的蜑人，應是廩君蠻【12】的後裔，今土家

族的先人；至於隋唐以後的嶺南蜑人，應是越族後裔。【13】2012 年，詹堅固進一步把北蜑、南蜑區別出來。

年代不以隋唐作分水嶺，詹氏乃以宋代作區別的分嶺線，這個劃分頗合理。

宋代以前的北蜑，分布於長江中上游，一支是渝東、鄂西、黔東一帶的巴州蜑；一支是湘西武陵地區的

荊州蜑，荊州蜑是巴州蜑移民的後代。其族屬是今天土家、瑤、苗等族先民。至於打從宋代開始，歷史文獻

上所言之嶺南南蜑，跟北蜑不同族源，是古越族後裔，兩者沒有血源關係，【14】這種看法已於何格恩論文說了

出來。筆者是認同何格恩及其後的學者把南北蜑區別開來，並視作不同族屬的看法。或許區別年代宜以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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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作分水嶺。五代十國前的歷史文獻上經常看見出現的蜑民，實際是今土家族等先民。最後因政府之大力

平定，其後北蜑再不見諸載籍。至於五代十國後，文獻上所見所言的蜑民，實際是直指嶺南的蜑族的水上族

群，跟五代十國前於長江中上游活動的蜑人沒有關係。

常璩《華陽國志》是一部研究古代西南部少數民族的要書，其〈巴志〉云：「涪陵郡……東接巴東，南

接武陵，西接牂柯，北接巴郡。土地山險水灘，人戇勇，多獽、蜑之民……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蜀丞相

亮，亦發其勁卒三千為連弩士，遂移家漢中。」【15】蜀丞相亮是東漢時人，這說明「蜑」之名稱在東漢時已存

在。由於此字不常見於東漢，故許慎《說文解字》不收錄此字。

（一）巴蜑（北蜑）民族屬概況

常 璩《 華 陽 國 志． 巴 志 》 載：「 其 屬 有 濮、 苴、 共、 奴、 獽、 夷、 蜑 之 蠻。」【16】

又 云： 「 巴 東 郡 …… 南 浦， 晉 太 康 初， 將 巫 北 井 還 建 平 但 五 縣， 去 洛 二 千 五 百 里， 東 接

建 平， 西 接 巴 郡， 北 接 房 陵，（ 有 ） 奴、 獽、 夷、 蜑 之 蠻 民。」【17】 又 載：「 涪 陵 郡 ……

土地，山險水灘，人戇勇，多獽、蜑之民。」又云：「蜀郡……廣都縣……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為巴郡

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獽民，北送及墓，獽、蜑鼓刀，辟踊感動。」【18】從這裡可見東漢末到晉代時，

蜑民主要分布長江巴州的巴東和涪陵郡一帶。巴東郡乃漢劉璋分巴郡所置，故治在今奉節東北；涪陵郡，三

國蜀漢所置，故治在今四川彭水縣治；廣都縣，漢置，故城在今四川華陽縣東南。【19】

南北朝史書也對長江流域一帶蜑民作出記載。那個時候，會在蜑名前加上地域之名，如建平蜑、荊州

蜑、信州蜑等。北蜑在長江發展，其勢有最鼎盛時是南北朝時期，所以連字書也收錄此字以反映實際，最早

收錄的字書是南朝梁孝緒的《文字集略》。南朝梁元帝蕭繹所繪畫的《職貢圖》（一卷）便有建平蜑一語。

建平蜑就是晉時的巴蜑。至於信州蜑，可見於《周書》卷 28〈陸騰傳〉，文云：「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

峽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侯，殺刺史守令等。」【20】文裡所云之蜑，就是信州蠻，故信州蠻就是信

州蜑。《南齊書》卷 54〈明僧紹傳〉云：「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蜑，上許為益州，未遷，

卒。」【21】《梁書》卷 17〈張齊傳〉云：「天監二年，還為虎賁中郎將。未拜，遷天門太守，寧朔將軍如

故。四年，魏將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使齊置大

劍、寒冢二戍，軍還益州。其年，遷武旅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將軍。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蜒，抄

斷江路，攻破金井。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22】蜒，即蜑字。通過以上南北朝史書記載，可見當時的

蜑族，活動於今天四川、重慶一帶。論其關係，這些蜑民全是晉代巴蜑的後裔。

北蜑後經過北周政府鎮壓，蜑人勢力削弱，自此羣蠻懾息，不復為寇矣，【23】但還未消失，仍於隋、唐、

五代活躍於地方。

《隋書》卷 48〈楊素傳〉云：「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

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

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

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

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

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

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即上文所言之拍竿，用以彈石）碎賊十餘艦，遂大

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24】隋文帝承繼了北周的基業，於開皇九年遣將南征，命楊

素率水軍出三峽，下荊門。楊素藉著巴蜑的助力，大破陳將呂忠肅於延洲。自隋文帝統一後，巴蜀的蠻

蜑日漸與漢族同化。所以自隋書以後，巴東的蜑族很少見於史籍的記載。又此處的信州，即是上文梁時 -

所設立的信州。這裡提及的巴蜑，就是上文的建平蜑和信州蜑。

到了唐朝，陳子昂上書曰：「則天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上書曰：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

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

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一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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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

禍搆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巴蜒就是巴蜑。梁指梁州，今陝西南鄭，為巴中之

地；鳳，指鳳州，今陝西鳳縣，與今四川北部靠近。跟著史籍已很少記載渝東、鄂西、黔東一帶蜑人的活

動。但蜑人的活動卻在一此些文獻上反映出來。唐張說《故洛陽尉贈朝散大夫馬府君碑》載：「歸次葭萌，

江溢毀道，攀車需號慟，濤為之卻蜑人哀之，莧棧而濟。」【25】葭萌，地名，今之川北一帶，此乃川北之蜑。

以上所談及的蜑人，就是所稱的北蜑，這種蜑人的特點是隨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26】與嶺南的

蜑族（ 族）之水上人沒有關係。至於這些蜑族的族屬，「就該地區蜑人來講，其應為後世土家、苗、瑤、侗

各族的先民，或許還發展成其他民族，但由於地理環境的限制，其發展主體還是土家蜑。」【27】

從以上可見巴蜑（北蜑）是活躍於五代十國或以前的，打後的歷史裡，已不再見其擾亂了。

（二）嶺南蜑（ 民）族屬概況

北宋真宗咸平初年樂史《太平寰宇記》【28】 卷一五七云：「蜑戶，縣所管，生在江海，居於舟船，隨潮

往來，捕魚為業。若居平陸，死亡即多，似江東白水郎。」【29】這是文獻上見到最早的記載關於南蜑人是從事

漁業工作，特點跟北蜑不同，就是嶺南的蜑戶是居於舟船。跟著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史料筆記，就是陳師道

《後山談叢》，卷四其文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瑤人；舟居謂之蜑人；島上謂之黎人。」【30】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蜑，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為家，採海物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視，合浦珠

池蚌蛤，惟蜑能沒水探取。」【31】周去非《嶺外代答》云：「以舟為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蜑也。」【32】

從以上四部文獻來看，蜑字的意義明確，是一個特稱。又宋元明清之蜑戶為水居的民族，範圍只限於嶺南，

觀念的轉變，應該始於宋初。【33】此外，可見嶺南的兩廣蜑人是有舟居特點，跟住在長江流域一帶所稱的蜑民

不一樣，他們是隨山洞而居。

嶺南蜑族（ 民）的族屬問題，應該與越人有關。西漢宗室劉安編著的《淮南子》卷十一〈齊俗訓〉

云：「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34】又《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安上武帝書亦云：「臣聞越非有城郭邑

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越人）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

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35】從以上文獻來看，嶺南習於水上生活

的水居蜑民，與古越族習水便舟特性相合。

桓寬《鹽鐵論》云：「蓋越人美蠃蚌而簡太牢」【36】；張華《博物志》卷三載：「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

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珠，不覺腥臊也。」【37】這是描述嶺南之蜑人採海為生，不怕

腥臊，這卻是古越人的飲食習慣。

蜑人與古越族人的圖騰也有相近的地方。明代鄺露《赤雅》卷上記載：「蜑人神宮，畫蛇以祭，自云

龍種，浮家泛宅，或住水滸，或住水欄，捕魚而食，不事耕種，不與土人通婚，能辨水色，知龍所在，自

稱龍人，籍稱龍戶，莫登庸其產也。」【38】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八〈舟語．蜑家艇〉：「諸蛋以艇

為家，是曰蛋家。……昔時稱為龍戶者，以其入水，輒繡面文身，以象蚊龍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

物害，今止名曰獺家。」【39】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引《潮州志》：「潮州蜑人有姓麥、濮、

吳、蘇，自古以南蠻，為蛇種，觀其蜑家，神宮蛇象可見，世世以舟為居，無土著。」【40】又陸次雲《峒溪

纖志》：「蜑人以舟為宅，瀕海而居，其人目皆青碧，皆辨水色知龍所在，引繩入水，採螺蚌以為業。能

伏水三日，手持利刀以拒蛟螭。又曰龍戶，又曰崑崙奴，其人皆蛇種，故祭祀皆祭蛇神。」【41】李調元

輯《粵風》卷一蛋歌小序云：「蜑有三：蠔蜑、木蜑、魚蜑。寓潯江者乃魚蜑，未詳所始。或曰：蛇種，

故祀蛇於神宮也。歌與民相類，第其人浮家泛宅，所賦不離江上耳。廣東廣西皆有之。」【42】嶺南蜑人（

民）與古越族皆以蛇為圖騰，這是兩者文化所一致。

從上文可知，嶺南蜑跟北蜑有許多不同，是兩個不同的族群，風俗習慣也不同。至於「嶺南蜑」，實稱

作「嶺南 」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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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詹堅固表示南蜑與古越族分布地域相同、文化一致，很難說蜑民一定非古越族後裔。【43】問題是今天的嶺

南蜑民（ 民）除了文化上、圖騰、習水便舟、飲食習慣上有越族特點，但其體質還是保留著越的特質嗎？黃

新美【44】《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的研究》在〈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種族現狀的研究〉的小結說：「從 

1983 年底——1989 年七年的時間中，我們對珠江口水上居民即疍家的後代，進行了較長時間的實在調查、觀

察、測量和研究，結合參閱有關文獻，從珠江口水上居民目前的生產、生活現狀和現代水上居民的體質特徵

分析，我認為，他們是組成廣東漢族的一個群體。也是漢族的一個部分。」【45】又張壽祺《蛋家人》稱，他與

人類學家黃新美教授合作調查廣東珠三角的水上人，對水上人的膚色、毛髮、面形、鼻部、額部、頦部、齒

部、頭型、鼻型、腿型、身高進行體質特徵研究，結果認為是非常接近廣東珠江三角洲漢族居民的體質特

徵。從人類學角度來看，水上居民不是一個特別的民族，乃是南方漢族的一個支群。【46】因此，葉顯恩《關於

蜑民源流及其生活習俗》一文表示：「我認為一個族群。除非堅持與世隔絕的生活環境，是不可能保持其純

粹的血統和文化傳承的。蜑民和其它的族群一樣，應當有它的族源，但難免摻雜其它族群的血脈和文化。擁

有諸多族群的中華民族，已經綿延數千年。它是由數以千計的氏族、部落經過長期融合而成的。其間有同源

異流，也有異源合流。各個族系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純血統的族系是不存在的……可見現存的族群並

非單純以血統為標準。融入、歸附某一族群，就稱為某族群，亦即按照生活習俗、文化來判定。」【47】

因此，若然要講述現在的嶺南蜑民（ 民）族屬，堅持要從文化、習俗、信仰、體質、飲食習慣、工作

環境來論說，還會爭論下去。個人看法，宜科學上來講，最有力量的是從體質特徵來說明。因此，筆者認為

珠三角的水上族群已是南方漢族的一個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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