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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收录了30多位专家学者关于客家商人研究的论文，所收录
文章分别从客家商人精神、客家商人与客家文化、客家商人与教育、客家商人与地方社会、客家商人
与地方经济发展、客家商人与海外华侨、客家商人与现代企业精神等多个角度进行论述，全面阐释了
客家商人开拓进取、情系桑梓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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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房学嘉，广东梅县人，1952年8月生。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院长、教授，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容家
研究辑刊》主编。
先后为哥伦比甄大学东亚所讲学研究学者、东京都立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人文
社会学部访问学者、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南昌大学硕士生导师。
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学访问，赴台湾大学等台湾地区多所大学讲学访问。
学术兼职：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广东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省民族学会副会长、（香港）
国际客家学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客家历史文化。
先后承担国家、广东省、教育厅及国内外横向课题10多项。
在研：“十二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光盘、广东省哲学规划
办项目“从契书金石看客家社会文化变迁”、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清代大陆移民与台湾开发研究”等。
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客家源流探奥》等专著多部，主编研究报告集多部。
获奖：《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获2011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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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客家文化与创业精神客家精神与经济伦理：兼论客家硬颈精神及其经济活动特征近代客家商人精神的
社会经济分析客家帮商人之会馆明清粤东客家商业生态与商业意识明清客家地区商业研究——基于嘉
应州属旧志考察明清赣闽粤边盐商的盐业经营研究无兴不成市：兴宁传统工商业研究清代大埔县墟市
考略明清时期粤东梅潭河流域的墟市、商人与地域社会发展——以大埔县白堠墟为例清代汀江流域客
家商人与地方社会明清时期汀州客家商人广东经商之研究福建汀州四堡书商的儒商之路客籍商人与明
清时期粤东北山区开发入山犹恐不深——屯垦、伐木、制脑三位一体的台湾客家商人农商相辅：台湾
早期客家移民的致富策略台湾香蕉产业与客家经济精英异乡开埠：清代客家矿商在马来亚的成与败张
弼士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述论在商与儒之间：张弼士的实业思想与情怀——兼议近代客家商人性格
“客商”何以天下？
“客商”对客家教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以“世界客都”梅州为研究对象香港及海外客家商人与
中国现代化——以梅州籍客家商人为重点被塑造的“东洋的犹太人”意象——日本对客家与客商的表
述客家商人与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客商的概念及其特质研究——特别论及其在政府经济引导中的体现商
人·财富的流动与粤东乡土社会客家商人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以碑刻资料为例论客家文化
与“客商”企业文化弘扬客家商人的品质，发挥特有优势“走出去”——梅州大埔陶瓷发展客家文化
特色陶瓷艺术品的潜力传统与创新——客家商人精神之研究客家商人与梅州客家文化中心形成与发展
的关系（1684—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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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从西方经济学“进步理论”看，位于韩江上游的粤东客家地区，早在明清时期民间已
普遍流行商品交易文书。
契书文献足以证明商业生态环境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看，商业离不开墟市，粤东客
家地区的墟市遍布城乡与山区，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其商业网络贯通整个韩江流域；从文化生态环
境看，客家人可以在自己认同的文化氛围中经商交易，也可以在异文化的氛围中和睦邻里，发展自己
的商业文化。
因此，粤东客家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商业意识较强。
但为什么会有粤东客家人“不善经商”的刻板印象呢？
笔者认为，这应从客家民性去研究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韩江两岸发展起来的上下游密切的商业生态，已随着现代交通的快速发
展而旁移。
昔日潮梅人民在共同商业生态、商业命运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松口、意溪繁盛的商业氛围虽然已风光
不再，但商业的潜能仍在，当下正在如火如荼发展的客家文化生态资源的商业生态，就是其中之一。
　　从民俗文化层面看，客家民俗深具特色。
下以松口墟市与地方文化的互动关系展开分析。
　　历史上的松口镇，地方文化非常发达，每年的节庆庙会频繁而热闹。
从田野考察看，民间的节庆庙会推动了地方墟市的发展。
因此从一个侧面说明，地方节庆庙会的频繁热闹程度，是地方商业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
一如上举，松口港是粤东程乡、兴宁、镇平、平远等地人士出洋的始发港、旅外人士返乡的终点港，
这些华侨华人大量进出松口，每年流入洋银达数万元之巨（温仲和，1928），因此华侨于墟市建设必
然有特殊的贡献。
另外，从上举松口古镇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与地方宗族、地方文化的互动关系考察看，社区秩序的建
设，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离不开地方宗族的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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