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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此次出海行动其出海人数和出

海船只众多，是中国古代有史记载

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海上航行，意义

重大，不仅反映了当时航海技术的

发展和成熟，也证明当时孙吴拥有

比较强的海外交通能力。卫温浮海

求夷洲带动了内陆地区和台湾地区

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成功地

到达夷洲也表明孙吴时期浙江沿海

至台湾的航线是一条成熟的航线，

卫温浮海求夷洲属于中国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段

历史。

三国东吴丹阳太守沈莹的《临

海水土志》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

方位、地形、气候、居民、物产、

习俗，是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

之一。

这些在汉朝和三国时期的文献

记载表明，中国大陆不仅长期以来

与台湾之间有着密切的种族与经济

文化联系，而且有文献记载以来最

早发现和开发台湾岛、澎湖列岛的

也是中国人。

隋朝时，隋炀帝先后 3 次派人

前往台湾。第一次是隋大业三年（公

元607年），隋炀帝遣羽骑尉朱宽、

海师何蛮至台湾访察。第二年，隋

炀帝令朱宽慰抚台湾。隋大业六年

（公元 610 年），隋炀帝又遣武贲

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东阳

兵万余人自广东义安至台湾。这三

次隋炀帝对台湾的用兵都促进了大

陆与台湾的人员交

流。

台湾史前文化中，有浓厚的大陆北

方文化要素，许多都是由大陆沿海

传入台湾的，台湾先史文化的基础

是中国大陆的文化。

台湾省的高山族是台湾的先住

民，起源于中国大陆南方的福建及

其毗邻地区。至少在 8400 年前，组

成现今东亚主要祖先群体之一已经

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这些定居台

湾的先民，在距今 5000 年左右扩散

到菲律宾，之后继续向东向南迁徙，

将文明的火种撒向广袤的太平洋和

印度洋地区，形成了现在世界上最

庞大分布于南太平洋及印度洋岛屿

的南岛语族族群。

到了夏商时期，台湾属于九州

中的扬州。闽台两地考古学者发现

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遗物等，证

实了远古时期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关

系十分密切，从福建输入的青铜器

具提高了台湾的生产能力。

三国开始的大移民

孙吴黄龙二年（公元 230 年）

春正月，吴大帝孙权派将军卫温、

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抵达夷洲（今

台湾），前后历时一年之久，并带

领数千名夷洲人返回大陆。

卫温浮海求夷洲是中国古代

航海史的一大壮举和创

陆相连，“左镇人”和其他许多大

型哺乳动物是于距今约 2 万年至 3

万年前从中国大陆东南经过长途跋

涉到达台湾的。

台湾早期居民与大陆，特别是

福建有着一定的联系。台湾发现左

镇和长滨两处古人类遗址，福建的

清流、漳州东山也发现古人类化石。

根据对牙齿结构的对比研究，左镇

人、清流人、东山人和柳江人，同

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

智人，他们的体质形态基本相同，

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

左镇人和清流人存在着共同的起源。

台湾早期住民是由大陆东南沿

海直接渡过海峡，进入台湾的，他

们成为泰雅、赛夏、布农人等的祖先。

　　到了夏商时期，台湾属于九州中的扬州。闽台两地考古学
者发现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遗物等，证实了远古时期海峡两
岸经济文化关系十分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