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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俗语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 
陈怡君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俗语，也称俗话，大多是由劳动人民创造，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生产方式，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知。

客家俗语琅琅上口，具有浓厚的客家色彩。客家俗语记录着客家人在劳动生活中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承

载着文化。通过对客家俗语的分类与研究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客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追寻到客家文化

对中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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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映中华传统价值观的那些客家俗语 

1.1  崇文重教 
客家人从中原来，大多为书香门第，宗族意识强烈。

为保证宗族社会地位，客家人兴办书院，让自己的子嗣考
取功名。客家方言中表达“崇文重教”思想的俗语有很多，
并且表示同一含义的俗语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①不读
书、不识字，如同睁眼瞎。例如：子弟唔读书，好比没眼
珠；不读书，白目珠(睁眼瞎)；唔读书，瞎眼珠，等等。
②书比黄金（钱）重要。例如：积钱不如教子，闲坐不如
读书；家有千两黄金，不如藏书万卷，等等。③不读书就
和猪一样甚至不如猪。例如：小时怕读书，老来笨如猪；
养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等等。④唯有读书才能成才。
例如：读书肯用功，茅寮里面出相公；家无读书子，官从
哪里来路唔行唔平，人唔学唔成，等等。⑤读书才能使人
生幸福。例如：后生唔肯学，老里么安乐；天光不起误一
日，少年不学误一生，等等。 

从古至今客家一直保持着崇文重教的传统，以学习为
乐、以知识为荣，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教育气息。 

1.2  以农为本 
通过查阅客家俗语大全，我们会发现纪录农事的俗语

出现频率非常高。客家人从中原迁移至南方，虽漂泊在外、
背井离乡，但仍以农耕为本，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生活。客家流传的农耕俗语指导了客家人世世代代的
农耕生活。在农业生产中，季节、气候是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客家的农耕俗语多与季节、气候结合在一起，如清明
前，好莳田；清明后，好种豆；子大靠娘，禾大靠秧；有
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山上多种树，等于修水
库；小暑小食，大暑大食(指新谷登场)；谷雨莳田立夏止
省，等等。 

以农为本是客家人世代的生活方式，这些关于农耕的
俗语也很好地证明了客家人以土地为本，安土乐天的本
质。 

1.3  孝亲敬老 
百善孝为先，孝亲敬老是客家人传统道德观念。孔子

《论语•为政篇》认为，孝和敬不只是物质的供养，而是
要发自内心真正的尊敬和爱戴，否则与饲养家畜无异。福
建省长汀县童坊镇龙坊村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都会举办
“孝道文化节”，宣扬孝道文化，“孝亲敬老”氛围十分浓
厚。客家方言中也有许多“孝亲敬老”的俗语，如养子要
教，养老要孝；敬老得福，敬禾得谷；千跪万拜一炉香，

唔当生前一碗汤；蔗就老来甜，姜就老来辣；还生不孝顺，
死后骗鬼神；孝顺父母自有福，养猪养羊自有肉，等等。 

孝亲敬老刻客家人的家风家训中，是客家人长久以来
的道德准则。 

1.4  “男尊女卑” 
“男尊女卑”是表示男女不平等的一种封建思想。自

父系氏族开始，社会上形成了以男子为中心，男性地位高
于女性的思想潮流。客家的一些俗语中也体现了“男尊女
卑”的封建思想。客家人对女子的称谓，总使用一些卑贱
的词语，对男子的称谓尝试用尊敬之意的词语，如把“母
亲”称作“娭哩、娭子”，把“祖母”称作“娭呀、娭姐”
（娭：古时对女人的贱称）。而关于男尊女卑的客家俗语
有：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教子过学堂，教女过娘家；
女子无才便是德；不生儿，只生女，不如回家养猪妈；男
不拜月，女不祭灶；食郎饭，打郎声，等等。这些俗语表
明了客家人对女子的轻视，体现了客家“男尊女卑”封建
思想。 

2  根源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德传承和思想
结晶。以上所讲的几类客家俗语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与中华
传统文化有很大渊源。 

2.1  中华传统文化 
2.1.1  崇文重教 
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开始提倡“有教无类”，打

破政府对教育的垄断，大力兴办私学；西汉时期汉武帝兴
办太学，初步建立教育制度；隋唐时期，制定完备的科举
制度。古代政府设立了大大小小的教育部门和教育行政部
门，设立和完善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鼓励年轻人读书。
社会上崇文重教的氛围十分浓烈，唐代更是有“十户之村，
不废诵读”的盛况。 

2.1.2  耕读传家 
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温带季风型气

候和广阔的土地非常适合进行农耕。古时生产力力落后，
粮食产量低下，只有务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古代的哲学
家们也都认为百姓自给自足国家才能安定，如老子所言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国
家政府大力提倡务农。社会形成了重农抑商的风气，百姓
们把土地和农业生产看作是生存之道。 

2.1.3  孝亲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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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道：“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
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
然后能事亲”。孝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自古
以来，中华民族对孝道就极为重视。孔子曰“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他认为“孝”是众德之本，“孝”的地位
进一步得到了提升，也就有了今天“百善孝为先”谚语的
流传。 

2.1.4  “男尊女卑” 
《列子•天瑞》曰：“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

贵”。“男尊女卑”的思想早在氏族社会就已出现，中华民
族在氏族社会中经历了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转变。这样
的转变是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的，由于女性的体力、思维
等生理方面处于弱势，男人逐渐成为社会中心，女性地位
自然变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男尊女卑”的思想。 

2.2  根源传承 
《辞海》对客家的解释为：“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

世纪），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
末（9 世纪）以及南宋（13 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
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客家’，以别于当地原
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客家之
源在古中原地区，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是经济、文明最发达的地方，但也正经济发达、文明昌盛，
中原地区常年战乱，民不聊生。 

罗香林先生提出的“客家五次迁徙说”被客家研究学
者普遍认同。“客家五次迁移说”指的是客家人在历史上
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迁徙是从西晋末期“永
嘉之难”开始，当时动荡的社会使得大批汉族人南下迁入
闽粤赣地区，前后经历了长达千年的五次大迁徙。 

由此可知，客家俗语蕴含大量中国传统文化是与客家
人的历史有关，身为中原人的客家先民在形成客家民系时
保留和传承了中原的文化现象。 

2.3  自身发展 
从中原传承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客家俗语中保留

至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客家的自身发展相适应。
只有与生活相适应的文化才能渊源流传。 

2.3.1  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发展的基础，人类依靠地理环境

进行生产和生活。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并且最终决定其文化特性。客家人迁移到南方后大多居住
在以江南丘陵、山地为主，盆地、谷地广布,略带平原的
赣南、闽西、粤东等地。客家地区经济落后、粮食匮乏，
交通不便。封闭式的生活环境阻碍了文化交流，使客家文
化能保留较多的中原古文化传统，不被其他文化所代替。
闭塞的交通使商业贸易变得极为艰难，客家人只能以农耕

为主，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2.3.2  历史源流 
客家人原本多为中原地区的“大门大户”“显贵之家”，

他们中许多家族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十分重视孝道。江
西客家方言中有句俗语叫“草鞋脚上，灵牌背上”，意思
是就算在外漂泊，也要将祖先的令牌随身携带，以方便随
时供奉。客家人在春节、清明、春分、秋分、中元节之时
都要聚集在寺庙、祖先牌位前，举行全族参与的尊祖祭祀
仪式。 

自秦始皇派兵平定岭南，派出的将士戍卒以及官吏和
他们的家属，是北方向岭南移居的第一批移民。而后西晋
末期“永嘉之难”、东晋“五胡乱华”、唐代“安史之乱”
等历史动荡，使得大批汉族人南下迁入闽粤赣地区。客家
人的祖先向南迁移的途中颠沛流离，经历了重重磨难，而
他们迁移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发展或是为了家族的生存，
他们是国与家的顶梁柱，塑造了令人崇敬的形象。客家子
女将祖先们的辛劳与伟大都看在眼里，“孝亲敬老”的传
统被铭记在心。 

2.3.3  生活方式 
在古时，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占据了整个中国社会。

客家人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对生产力的需
求。客家人力资源少，客家妇女也不得不下地劳作，进行
农耕。而女性天生的体力、精力等生理条件不如男性好，
因此客家人在农业生产方面更多依靠男性。在长期缺少生
产力的情况下，男性被更多地需要，他们的作用也就更加
突出，地位也变得更高。依靠男性生活的女性，地位自然
降低，男尊女卑的风气也更为旺盛。 

中原汉民族南下形成客家族时，正为理学盛行之时，
因此客家文化深受儒文化的影响。从中原移民到此地的客
家人大多来源于中原的名门望族，在他们的文化意识中本
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教育观念，为了使族中
子嗣受教育，他们兴建了许多由乡族集资创办的书院，再
加上客家地区经济落后，客家人也不得不依靠读书来改变
自己的命运。 

3  结语 

大量客家俗语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经过调查探究，
我们认为此现象发生的原因有二。其一，客家先民乃移居南
方的中原人，其中不乏名门望族，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
了传承与发展；其二，客家俗语保留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与
客家人的生产、生活相适应，甚至客家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对这些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传承起到了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陈怡君（1997.7—），女，河南许昌人。 

 
【参考文献】 

[1] 宁娟.浅论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J].福建文博，2011（3）：79-84. 
[2] 康群，康永东.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关系[J].文明与宣传，2003（12）：42-45. 
[3] 林文映.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之风[N].梅州日报，2019-09-14（7）. 
[4] 杨宏伟.客家风采：客家文化特色与形态[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 
[5] 温昌衍.客家方言[M].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6] 罗美珍，邓晓华.客家方言[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