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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村落即聚落是传统客家社会与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层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聚落居民长期共居在同一地缘之内，加上血缘、亲族关系，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休戚与共
的人类共同体。
其成员具有聚落的集体意识，并在生产和生活诸方面共同协作，从而保证了聚落的延续与发展。
举凡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居民、宗族、习俗、墟市等，无不以聚落为依托。
因此《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第2辑）：多重视角下的客家传统社会与聚落文化》以聚落为基本单位
，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史资料，解读历史文献，探讨客家传统社会与聚落文
化。
全书共收集了来自广东、台湾、福建、江西、广西等全国主要客家地区以及海外的20位作者带来的19
篇论文，从客家人“源流与迁徙”、“方言与文化”、“家族与社会”、“族谱与文献”、“信仰与
民俗”等多重视角探讨客家传统社会与文化。
分工合作，比较各地客家社会与文化的异同，以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家传统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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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房学嘉，广东梅县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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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
研究辑刊》主编。
先后为哥伦比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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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流与迁徙客家“宁化石壁传说”的由来与研究迁移渡海的小百姓与大历史——以合浦新民客家吴氏
宗族为例宗族迁徙的个案分析——以林姓族谱为例清朝前期客家人“过番”的内在动力——以梅州为
中心的客家社会及其对外关系研究方言与文化“山”、“客”与“半山客”客方言的标准音桃园及新
竹沿海地区的半福佬客初探家族与社会19世纪台湾契约婚的财产与物权观——屏东高树刘氏客家宗族
的个案分析客家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祖神与“会馆”模式的祠堂台湾客家婚帖之探讨客家原乡的
重儒以及客家先贤两种形态的儒家实践族谱与文献客家族谱郎名的再解读——以闽粤徐氏东海堂为例
客家女性祖先传说的形成与作用——以粤台大埔族谱为据寻根接谱的需求与困扰——以台湾苗栗涧窝
李氏的梅州五华寻根接谱为例信仰与民俗客家人最亲近的神祗：土地伯公——以高雄县美浓镇为探讨
分析的研究江西赣南客家盘古信仰历史与现状——以上犹盘古仙寺为重点的考察民间净土信仰的多重
结构客家社会的社会知识之生产和消费——福建省永定县的客家土楼与风水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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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陈春声研究，至迟在明末清初，“宁化石壁传说”即已存在于粤东韩江流域。
①他主要列举罗香林收录在《客家史料汇编》中的丰顺《吴氏族谱》资料来支持上述判断。
丰顺吴氏族人吴六奇在为该谱题序时说“忆方幼龄，即闻诸祖考云：我先人来自宁化石壁，与杭之汤
湖共为一脉。
虽以闽粤异处支派遥分，未得寝食不邃详世系，然遗言在耳，心中固耿耿不忘也”。
②陈春声推论说，吴六奇在《吴氏族谱》的“序言”中谈到“孩童时代即已从先辈口中获知祖先源流
，揭示了族谱在保留此类‘历史记忆’并赋予其‘正统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18世纪以后宗族组织的普遍建立和族谱的大量编修，无疑是有助于这类‘历史记忆’的强化和推广的
”。
⑧历史上韩江流域有些居民的先祖来自宁化石壁，这可能出自历史事实，但不等于说那里所有的居民
先祖都来自宁化石壁，这有罗香林编辑出版的《客家史料汇编》为证。
它收录了有关客家宗族40个姓氏的族谱和族源考证文献共86篇，其中提到祖先迁移时经过宁化石壁村
的达25篇，虽然没有提到石壁，但提到宁化县境内其他地名的，或者只提宁化县而没有记录村名的
有10篇。
这些族谱全都是18世纪以后才编修的，或者说它们是在“宁化石壁传说”得到强化和推广以后幽现的
。
然而，即使如此，也还有不少族谱曾经并不认为自己的先祖来自宁化石壁。
此外，在笔者看来，依据陈春声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早在明末清初，韩江流域的客家认同建构运动即
已萌发，而它正是“宁化石壁传说”的创作源泉。
反过来说，“宁化石壁传说”的出现，标志着韩江流域的客家认同建构运动的萌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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