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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众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的。
地域文化呈现着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共性，又以它们各自鲜明的个性，使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异彩
纷呈，璀璨夺目。
就以汉族地区的文化来说，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汉族地区经济文化古今一贯的特点，就是“基本的同
一性和不同地域特色相辅相成”。
　　闽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体现着中华文化精神，又具有鲜明八闽山海特色的地域文化。
　　福建别称“闽”，位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
东临台湾海峡，西枕武夷山脉；三面与浙、赣、粤依山为邻，一面与台湾隔海相望。
山海兼备的特殊地缘和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环境，塑造了灿烂多彩的闽文化。
　　上古时期，闽地的原住民，是南方土著百越族的一支闽越族。
首见于先秦古籍的“闽”和“七闽”之称，当泛指这些闽地土著。
这些“善舟船”的闽越人所创造的闽越文化，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也同诸越文化产生交融，在距今
两千多年前的闽越国时期发展到辉煌的顶点。
闽越文化是闽文化的源头之一，对闽文化的底层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汉晋以降，特别是唐宋时期，北方汉人以多种形式，大量地向偏安东南一隅的闽地迁徙，汉
人和汉化的闽越人成为主要居民。
闽文化承袭中原文化，并在汉越文化交融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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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客家研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
如果从清嘉庆年间徐旭曾的《丰湖杂记》①算起，学者对于客家源流的思考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
而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导论》②，对客家人和客家文化作出系统的论述，至今也已
有70多年。
经过了如此漫长的研究历程，客家学的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而关于客家人的来源、发展、分布，以
及客家文化的种种表现，客家精神的种种特点，参与述说者人数之多，各家意见之纷纭多歧，在各门
各类的学术研究中也是罕见的。
这种现象，从积极的方面观之，可以说客家研究在学术界蔚为大观，成为一门显学；但从另一方面观
之，也可以说客家研究至今尚未成熟，在研究对象、范畴、理论、方法，以及史料的发掘、整理、运
用方面都还有待作出更大的努力。
　　本书试图在客家研究已经取得丰富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在著者本人十几年客家研究已有心得的
基础上，对于目前客家学界存在的主要分歧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本人十几年的研究心得和成果进行
一次总结，比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客家人、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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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俗习惯属于人的行为文化层，这是一类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
鲜明的族群和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
民风民俗的承传性很强，但也会因开发程度的提高及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发生重大变化。
以客家风俗文化来说，饮食、服饰之类曾长期相沿，少有变化，但礼俗方面，部分区域部分内容却有
深刻变化，在婚姻习俗和崇文重教风气的养成方面尤其突出。
变化前后以及未变已变之间，呈现出“文”与“野”的强烈对比。
　　思想与价值又称心态文化层，具体可再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两个子层次。
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系统加工的政治理论、法权观念
、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
其中社会心理一层，最难捉摸，而客家民系的社会心理，被有些人谈得玄而又玄。
其实一个族群的社会心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产生和发展变化，离不开它的生存环境，也离不开
这个族群的历史进程。
例如客家人的勇敢斗争精神，是他们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同时又长期反抗外部族群和封建国
家的压迫而形成和强化的；客家人对于中原文化的向心力，则来自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传播
和浸淫。
把问题放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和把握，是本书谈客家精神文化的
原则，也是本书处理整个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原则。
　　以上我们按文化结构分层的理论，观照审视客家文化的物质、制度、风俗和精神各个层面，从中
可以看到，客家文化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既有中原文化的因素，又有南方各族文化的因素，不同的只
是在某一层面中原文化的因素多些，而在某一层面南方各族文化的因素多些而已。
我们还看到，在制度、风俗和精神文化层，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群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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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客家文化述论》分上下两编，共十章，主要包括客家民系的形成、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明清
时期客家人的对外拓展、台湾客家人的几个问题、客家的传统产业、客家宗教和民间信仰、客家形成
崇文重教风气的历史进程，客家人文性格与客家文化特质刍议等。
该书对客家历史和文化事象研究深入，对文献和遗存考索翔实，其出版对研究认识客家历史文化，弘
扬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客家文化述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