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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省视域下岭南客家文化发展研究
彭志刚

（广东省汕尾开放大学，广东 汕尾 516600）

摘要：大力发展地方特色文化，是推进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有效手段。在构建“文化大省”的整体布局中，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

实出发，从“文化强省”的角度看岭南客家文化的发展，尊重客家和客家文化，既要传承，又要立足现代，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地发展。

地方特色文化的建设，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根据各地特有的人文环境，按照差别化的原则构建地域文化，与城市的发展进程和城市的

精神特质相联系，打造“文化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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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提出“文化大省”的战略部署，对岭南地区的特色文化

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而岭南地区的特色文化又是广东“文化

大省”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时代文化大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

挑战，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既要尊重传统，又要激发内在

的文化活力。

一、客家文化的内容体系

客家文化是在客家历史发展中逐步构建起来的一种地方性文化

系统，它既是华夏文明在客家地区的投影，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

（一）客家方言

作为汉语特有的一种方言，客家话被誉为“古代汉语活化石”，

在语音、构词和语法等方面都保存着大量中原汉语的成份。同时，

客家方言中还保存着不少土著，尤其是畲族方言的成份。这一多

元化的方言，与客家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多元结构相吻合。客

家人自幼被教导：“宁卖祖宗田，勿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厅，勿

忘祖宗音。”客家人无论迁徙到任何地方，甚至移居国外数百年

之后，仍能说客家方言。

（二）宗族文化

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中原性”是客家族群文化最显著的特

征。客家人崇敬祖先，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行祭祖活动。族群

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族群间的凝聚力，当客家人移徙时，从“爱家、

爱乡”族群凝聚力，上升为“爱国”的凝聚力。而客家族群对中

原有着浓厚的“根”意识，这些身份使他们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

紧密相连，并在一次次外国入侵和一次次的革命中奋起而出。

（三）民俗文化

客家人多聚居于山地丘陵地带，聚居作为客家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既是客家人团结热情的体现，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

表现。客家文化的团结热情通过民俗活动，如：“做果茶”“婚

庆嫁娶”“节日围餐”“春节上灯”等为主要内容，生动展现客

家文化特色和凝聚力。

在移民历程中，客家人的足迹虽然遍布许多国家，但他们心

中一直都有“客籍”的意识，一颗“家国之心”。客家移民的后代，

不管是否出生在客家地区，也不管是否会说客家方言，他们对祖

国都有很强的认同感，这与他们看重传统的民俗和传统节日有很

大的关系。客家子弟在客家节日礼仪中，感受先辈们的情感寄托，

体悟客家人特有的文化精神，从中汲取进取的精神力量。客家民

俗的各种文化盛会，即增进了亲情、乡谊，促进客家人的团结，

又增进了国内外的信息交流及海内外的贸易往来，更加强了文化

的认同与身份的认同，以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建筑文化

客家民居主要有土楼、围龙屋、围屋（角楼）和府第式。客家

民居建筑具有极强的中国传统礼制和伦理观念，根据中原地区汉文

化中的阴阳五行理论进行布局，讲究中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等

理念，这种精神在客家民居的选址、造型和布局上，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反映了客家人的家族文化传统与“风水”文化在客家地区的

广泛传播。客家民居多以宗祠或宗族祭祀场所为核心，形成一种紧

凑的聚族而居的建筑形制，许多客家建筑历经数百年风雨仍能保持

完整。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也经常利用客家围

屋的特殊防御性进行坚壁清野，保卫着红色的革命硕果。

（五）饮食文化

客家人的食物原料很注重食材的天然特性，这也是符合现代

人对健康的饮食需求的。客家食物多为本土所创，又赋予了中原

的味道。例如，酿豆腐就是客家人没有忘记中原人吃水饺的习俗，

把肉裹在豆腐里，以此来缅怀家乡。

1. 客家“粄”文化。很多客家小吃都是用“粄”来命名的，“粄”

一词来源于古代汉语，同时也是客家方言，意为米饭做的食物。

客家人运用自己的智慧，把籼米、粳米、糯米磨成粉，再搭配芋

头、木薯、地瓜粉和艾叶等做成“粄”；又以苎叶、草木灰为原料，

制成簸箕粄、黄米粄、萝卜粄等特色小吃。

2. 客家擂茶文化。客家擂茶是中国茶文化的“活化石”，自

宋朝起就在中原一带便盛行，后逐渐演变成客家人一种解渴、充

饥、待客、养生等功效的茶文化。擂茶的材料也各不相同，最简

单的就是把茶叶和盐巴混合在一起，用茶钵擂成糊状，然后冲上

沸水就能饮用。如果是用来招待客人或填饱肚子，根据四季的变

化，添加艾叶、薄荷、金银花、紫苏等具有多种保健功效的中草药，

再搭配豆类、各种配菜、炒米、米饭等一起食用。

3. 客家酒文化。酒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不

单是用来自己喝，也用来招待客人，甚至用来做菜、治病，同时

也是各类宴会的代称。宴请宾客叫“做酒”，比如“做满月酒”“做

升学酒”“做寿酒”等。在宴会上叫“食酒”，在婚宴上叫“食喜酒”，

在生小孩时叫“食姜酒”等。

（六）客家精神

客家文化讲究“家国同构”，将家族的荣辱与国家的繁荣联

系在一起，重视下一代的品德修养，为祖国培育杰出的人才。客

家长辈通过族规和家规，教导客家子弟恪守规矩、懂礼仪，知廉耻，

不做有辱门风的行为。在这种潜移默化中，族规、家训就成了客

家子弟上至庙堂或下至普通官员的行为准则与生活准则，他们都

非常注重修身立德，珍惜自己的名节。

1. 勤俭性。客家人一般都有勤俭节约、勤劳勇敢的精神特点，

他们经历了长途跋涉，辗转在各个地方，为了生存，就必须要吃苦，

因此，客家人逐渐养成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

2. 思辨性。客家人重视教化，提倡读书。他们都抱着读书可

以改变人生的理念，这也让客家人形成具有比较强烈的理性思考，

从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

3. 近儒性。客家人重视伦理道德，也比较重视礼节，是对我



0892023 年第 5 卷第 10 期 教育前沿

们国家的儒学传统的完美继承。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精神品质，

使得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二、岭南客家文化的表现形态

（一） 岭南特色的民系文化

广东的汉族亚群有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这三个支系均

源于北方中原地区，到达岭南地区后，与当地的越人文化相互交融，

同时也在不断地吸纳着其他民族的特色，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

色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等地域文化。广东是岭南客

家文化最集中的省，它由梅州客家文化的核心区域、东江客家文

化和客家文化亚区组成。而客家文化，是岭南地区最富中原文化

特色的文化。

（二） 悠久深厚的客家文化精神

岭南客家人源于我国北方的中原汉民族，经过世代祖辈的锤

炼，造就出了客家人勤奋进取、团结友爱、刚强弘毅、勇敢豁达

的拼搏精神。

1. 民族气节精神。翻开近两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许多革命运

动和岭南的客家人都有着密切关系。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

的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革命先

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

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朱德、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等

岭南客家人，成为革命中坚，驰名将帅。近现代的中国革命史上岭

南客家人不屈不挠的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气节的认同和坚守。

2. 团结奋进精神。客家人在长期辗转、艰苦开拓的过程中，

形成了互助互爱、精诚团结的优良传统。客家人的精神，可以说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浓缩和代表，正是由于他们的团结一心，才战

胜了一切困难，立足并强大于祖国和世界各地。

3. 勇于开拓精神。客家祖先在山区扎根、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

历经艰辛，磨练出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代代相传。在改革开放时期，

一批批岭南客家精英勇闯经济特区，转战商海，开拓国际市场，

成长为新一代杰出创业者，其中包括曾宪梓，叶华能、杨钦欢等。

18 世纪末，众多敢于冒险的客家人远渡南洋、到美洲劳工，

辐射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有一亿多的客家人及

其后裔。马来西亚著名侨领叶亚莱，是创办吉隆坡的开埠元勋。

岭南大埔籍华侨肖畹香先生，10 多岁还在大埔山区放牛，依靠“一

条裤带”闯南洋，白手起家，成为马来西亚巨富。

4. 崇文重教精神。岭南客家地区多半是文化之乡，这与客家

人崇尚文化、重教兴学有很大的关系。客家人再穷，也会克勤克俭，

挑担缴子女读书。岭南客家地区名人辈出，有唐代诗人兼文学家

张九龄，近现代的中国开国领导人叶剑英元帅、中国现代史学大

师陈寅恪、杰出文学家郭沫若、桥梁专家李国豪、数学奇才丘成

桐等，还有在海外的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香港著名实业家曾

宪梓、田家炳等等。更有的报考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保定军校，

成为一代将军和将领，如叶挺、罗卓英、吴奇伟等。

三、 岭南客家特色文化的开发

（一）精神价值的开发

客家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国家认同感。

客家文化的建构十分重视文化认同，客家人的族群文化认同和国

家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地方”和“国家”间形成“多元一体”

的建构关系。在客家区域内，客家族群得以凝聚，形成族群认同，

进而形成文化凝聚。例如，在广东，梅州、河源、惠州这些客家

地区都把“世客会”作为发展的大好机遇，通过这个客属华人盛会，

把各方面的资源凝聚在一起，推动城市建设、产业发展，使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更大的提高。客家人透过“世客会”，将客家

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深度结合起来。

（二）政治价值的开发

在传统社会，客家人重视教育，儒学在客家基层扎根，这一时

期的“国家认同”以“忠君爱国”的形式存在，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

但经过现代中国革命，客家人已成功地把它上升为现代的爱国主义，

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革命力量。如：黄遵宪、何子渊、李光耀、

李显龙、叶挺、叶剑英、张发奎、薛岳、廖仲恺、林风眠、王佛松、

朱云卿、阮啸仙、黄文杰、罗屏汉、古大存、李坚真、赖可可、罗

明、温仰春、廖承志、谢非、刘复之、叶选平等一大批岭南客家人，

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中，客家人的国家认同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三）教育价值的开发

岭南客家地区的文化资源，是广东学校开展人文教育的重要

内容。客家文化本质上是乡愁文化，是怀乡、念乡、爱乡、护乡

的表现，非常契合当下对传统文化家国认同的弘扬。同时，客家

文化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社会载体，是民俗化、地域化、乡土化

的儒家文化。客家文化中的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尊祖寻宗、敬

老孝老、爱乡爱国、开拓进取等精神特质，都是充满正能量的文化，

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滋养。开发能复制的客家文化

校本教材与课程体系，让乡愁文化、儒家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学校得到积极的传承与弘扬，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的贡献。

（四）特色价值的开发

在客家文化认同过程中，客家人的文化自豪、文化自信与文

化自觉得到了相对充分的体现。正是有了这种自信与自觉，客家

文化才能更为主动地参与到文化竞争中去，树立自己的竞争地位。

岭南客家地域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些是经过仿制就能直

接产生经济价值的，例如大量的传统工艺，以及与大众文化相结

合的演出艺术。有的可以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片和品牌，提高当地

的知名度，从而吸引外地客商，招商引资。文旅产业的发展，涌

现出如深圳的甘坑客家镇、梅州的“客天下”、汕尾的陆河世外

梅园、惠州客家围屋等等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点，这些都是

岭南客家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一种体现。

四、结语

客家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既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地

域文化之一，又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发挥广东岭南地区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优势，以文铸魂、以

文兴业，提升客家文化的软实力和竞争力，对于促进广东文化强

省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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