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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多元族群融合的民族形成理论框架下，探讨汉族客家与福佬两个
族群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丰富，田野资料扎实，采用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渗
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因而所得出的一系列观点都具有创新性，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因
为本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台湾客家与福佬两个族群的现实关系及未来走向做了探讨，因而可
供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时参考，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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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隋唐以前赣闽粤结合区的自然与社会状况　　一、自然环境与远古居民　　本书所谓赣闽
粤结合区，专指今江西省南部（简称赣南）、福建省南部（简称闽南）和西南部（简称闽西南）、广
东省东部（简称粤东）和东北部（简称粤东北）这一境土相连的区域，约当唐代的虔州、泉州、漳州
、汀州、潮州全境及循州的部分地区。
以今日的政区范围看，则约当江西省的赣州市，福建省的泉卅市、漳州市、厦门市、龙岩市和三明市
部分县份，广东省的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梅州市、河源市辖境。
　　比起客家研究中常用的赣闽粤边区或赣闽粤交界区域，本书使用的赣闽粤结合区的概念，显然要
大得多，它是在客家研究中使用的赣闽粤边区基础上，加上了闽粤沿海部分。
我们之所以把包括闽粤沿海部分在内的广义的赣闽粤结合区作为本书研究的独特的地理单元，是因为
这一特定的社会空间，在自然环境方面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在远古土著居民方面，又有较大的同质性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又恰好是汉族在南方的两个重要民系——福佬人和客家人赖以酝酿形成
的共同的社会历史舞台。
下面先就自然环境与远古土著居民状况做一简要的阐述。
　　先说自然环境。
　　本区域处在中国大陆第三阶梯的东南边缘，总的特点是多山、多丘陵，但内部被福建的戴云山、
博平岭和广东的莲花山等大致南北走向的山脉分割成两大块，西边一大块即客家研究中常说的赣闽粤
边区，是客家民系的基本分布地；东边一大块山海交错，西部多山，东部沿海，是福佬民系的基本分
布地。
　　具体地说，西边一大块的山地和丘陵，又可分为三个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区，即赣南、闽西
南、粤东北。
三个小区同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境内重山复岭，连绵不断；山谷间河流交错，大小盆地星罗棋布；
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故而在古代未开发时及开发之初，林菁深阻，瘴疠横行，：三个小区的自然环
境有不少相似之处。
　　但是三个小区之间为纵横绵亘的高山大岭限隔，成为三个互不统属的自然区域。
各地内部的水系、山脉、盆地情况也有所不同，故三个区域的自然环境又各有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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