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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龙川为秦置南海郡三大古县之一，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秦将赵佗率数十万三秦将士
南征龙川开埠，除首任县令，经略龙川六载有余。
史书上记载，秦代有数次较大规模中原人口迁徙至岭南，“与越杂处”。
其中尤以赵佗上书奏请秦廷，朝廷选送15000名女子来龙川，这就是客娘的由来。
赵佗在龙川推行“和辑百越”的族群融合政策，以及三秦将士与客娘结合，催生了古邑龙川客家族群
的形成与繁衍。
南越武王赵佗秦末汉初雄踞岭南，龙川是其开基和兴王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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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鸡乃正义吉祥的象征。
在客家人心目中，公鸡能抵挡一切恶势侵犯，是一种保护神。
在客家民间流行“凶神来犯，雄鸡来挡”、“鸡鸣凶神散”的说法。
此外，在客家仪礼中，如婚礼、丧礼等都要行“斩煞”之仪，“斩煞”即宰鸡以驱凶势恶神。
河源有养鸡的习俗，在长年累月中各地也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鸡，如东源漳溪有井背鸡、紫金好义有三
黄胡须鸡等。
紫金好义的三黄胡须鸡曾是广东出口的三大名鸡品种之一，远销香港、澳门等地，一度持续了40余年
。
河源地处山区，多山地，养鸡普遍采用放养形式，以林地中的虫蚁、青草、柴叶等为食料，不足部分
再辅以米糠、稻谷等。
由于常常采用放养形式，有时自家的鸡与邻家的鸡混在一起难以区分，聪明的农人就在自家的鸡翅膀
、鸡头等部位染上红色或者蓝色，更有的在鸡脚上套上铁环。
客家俗有“无鸡不成宴”之说。
鸡在家禽中最有营养、最为尊贵。
客家人称鸡为“头牲”，位于三牲之首，由此可见鸡是相当营养的禽类，是美好尊贵高雅的象征，对
于一向主张勤俭奋斗、开拓海外、力创一流的客家人，鸡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它物无以替代，在民间
也常流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鸡口牛后”、“鸡尸牛从”之说。
这无疑反映了鸡在客家人心目中的位置和特定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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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跨时两年的采写和编排、校正，《客家古邑民》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这本书首次较完整地介绍了河源地区的客家民俗，并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参考了前人和同仁们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部分图片资料。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要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是不可想象的，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资料和水平，在本书的内容和叙述方面，遗漏和不当之处一定不少，希望得到民俗学家和读者的
批评指正。
同时衷心期待广大读者和民俗学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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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客家古邑民俗》编辑推荐：民俗，顾名思义，就是在群体的传承中逐渐积淀面成的民间风俗。
它的发生与延续，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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