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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改革开放以来梅州地区客家文化变迁和发展 
何婉莹  李建兴  杨  婷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广州  广东  511300） 

项目基金：2019 年度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关于客家文化变迁、发展和传承的调查研究——以梅州地区为例》
（pdjh2019b0658）哲学社会科学类一般项目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和灵魂，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一直被人们所提及，客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梅州是“世界客都”，对梅州客家文化的变迁和发展进行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客家文化是客家人经历了长
年累月的流浪和迁徙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需要我们了解、重视、发展和传承。研究梅州地区客家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对于更好
的了解过去、建设未来都具有良好的实际价值和指导意义。笔者通过研究和分析梅州客家文化的变迁历史，助力客家文化的发展、
传承、进步、创新。同时，将优秀的客家文化作为沟通各民族和各国的文化桥梁，将优秀的客家文化传播五湖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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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拥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乡土人情，延伸出自己的客家

文化，客家美食文化、客家语言文化、教育等文化，同时，客家文

化在中华文化中有着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地位，客家人经历了长

期多次迁移的苦难，将自己的文化创造、发展和延伸，拥有着独特

性和多样性。 

一、梅州地区客家文化的发展现状 
1、客家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结合、保护与发展共行 

梅州历史悠久，客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其风俗文化也是种

类多样，打响客家文化这个品牌，是梅州发展的一个有力武器。打

响客家文化品牌不仅有助于客家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能够推动客

家文化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传播到五湖四海。梅州地区在发展的

过程中，一直紧扣着“客家文化”这个名牌，打造了例如客天下，

客家小镇，雁南飞等一系列以客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吸引了

一大批游客，弘扬了梅州客家文化。旅游文化与客家文化相结合，

主要是为了利用客家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探究和发掘客家文化

的精神内涵，推动梅州客家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近年，梅州地

区推出客家妹选秀大赛、国际客家山歌节、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等主

题活动，这些都是梅州客家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亮点产物。从旅游

入手，在带动经济的同时，做到梅州客家文化的推广、保护和传承。 

2、客家文化培育出的优秀人才 

梅州作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发展和传承的重要“根据

地”，更是名闻遐迩的"人文秀区"。梅州深厚久远的客家文化内涵，

造就了众多历史名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具有浓厚教育、文化

色彩的故事和物品。例如大批名人故居，有叶剑英纪念馆、叶剑英

故居、丁日昌故居等等，它们被保留下来供客家后人学习和勉励。

同样从梅州走出去的国内外华侨也是人才辈出。 

这些传承了优秀客家文化内涵与客家精神的大批杰出人才，不

仅将客家文化融入到骨子里，也向海内外的同胞以及国外友人，展

示了梅州客家文化内在的深刻魅力。人才辈出的客家人，不仅将自

己的客家文化发扬光大，同时，也将客家文化传递到世界。 

3、梅州地区客家文化的建筑的传承与发展 

梅州地区的客家建筑有着鲜明的特色，错落有致，拥有年代感

和历史感。客家文化的传承还体现在梅州地区客家建筑风味浓郁，

有着独具岭南风味的建筑，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广西杆栏式

和云南一颗印，一起被称为我国具有乡土风味的、独具特色的“五

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围龙屋的起源是客家人为了抵御外来侵犯

的敌人，也为了能够聚居在一起，互帮互助。围龙屋在客家人的心

中占据着的举足轻重地位，不仅是因为在战乱时期客家人利用围龙

屋抵御了外族入侵，更因为围龙屋见证了客家人的历史，也将客家

人的情感维系起来。同时，围龙屋的建筑科学，四通八达，结构合

理，在建筑以及文化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梅州地区在建设

发展中，不仅把这些见证了客家人历史的围龙屋保护起来，同时也

积极去修复那些破损，老旧的围龙屋，保护客家传统文化。 

4、客家文化冲出梅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客家人最主要聚集地，也是客商主要发源地的梅州，梅州在近

几年来，架起了沟通台湾同胞的一个桥梁，每年都会和台湾的客家

人有一定的交流和联系，每年也会有许多往来台湾探亲的客家人相

互走动，台湾的客家人更是有许多为了寻根而来到梅州故地，同时，

每年都会举办的世界客商大会，极大的推动了梅州文化的对外输出

和交流，为了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商会及客商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有

效地推动了客家文化的交流与创新。 

客家文化不断发展、创新，以及客家文化能够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离不开客家文化的交流和输出。梅州地区客家人，一直致力

于联系走出梅州的，分散在国内外的客家同胞，梅州地区客家人不

仅成立了世界各地的客家商会，同时也建立了港澳台的客家交流中

心，这些分散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客家同胞，共同向世界输出着、展

示着客家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交流促进的同时也让客家文化得

到创新和发展。 

二、关于梅州客家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分析和思考 
梅州客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并存在着自身的民俗特色，

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迁移的过程中，客家人以一颗闪亮而璀璨的星星屹立在中华

民族文化之林。 

首先，客家文化在发展和变迁中受到冲击。文化之间的相互碰

撞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面对全球化趋势，梅州的客家年轻人的

思想观念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如历史悠久的围龙屋，由于其设

备不齐全、生活不便利，在如今已经逐渐减少；承载着客家情怀和

文化的传统服饰，也逐渐被新潮的服饰所替代；客家话在年轻一辈

中，逐渐被传播更广泛、更普遍的普通话、粤语等语言替代。 

其次，客家文化在市场中文化品牌占有率低。大多外来游客对

客家文化都是“只闻其名，未听其声”，不到客家地区很难深入了

解客家文化。在旅游资源和文化宣传方面，客家文化开发和对外宣

传力度有待加强，从而树立特色品牌。 

最后，客家文化缺乏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客家文化在梅州地区

是传承发展的较为好的一个地区，就梅州地区而言，关于客家的非

物质文化和故居、客家建筑，文艺等等申报非遗的项目非常多，但

是也是许多的有关客家文化、客家传承的东西在时间的长河里不断

的损坏、遗失。 

三、梅州客家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以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开放创新为

理念，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而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我们

致力于保持梅州优秀客家文化的稳定性，传承梅州优秀客家文化的

精髓。 

1.完善法律法规，强化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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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这为保护、传承和发展梅州

客家文化明确了方向。然而，如何制定准确的保护措施和发展计划，

还需要进行深入了解、仔细的调查研究，形成落实方案，制定一部

与梅州客家文化保护相适应的条例。 

如何吸引人民对客家文化的关注和兴趣，让客家文化得到关

注，并针对客家文化的发展和保护问题进行一个汇总，梳理，研究

探讨是一个问题。同时，引进新媒体等方式进行推广。电视、网络

等新媒体势力的发展对于梅州客家文化的影响力有一定程度的削

弱，如若我们能够利用网络等媒介传播广泛、时效性快等特点，加

强客家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客家人重视发展和传承自己的客家

文化，让全民参与到保护客家文化的行列中来，积极宣传、普及梅

州客家文化的相关内容，、让客家文化成为优秀民族文化之一的认

同感，号召人民主动地参与到传承、保护和发展梅州客家文化的工

作中，既可以高效有序的展开保护工作。 

2.顺应时代发展，扎根生产与生活 

在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是不可逆转的大潮流。我

们在传承和发展梅州客家文化时也应当顺应当前这一形势，在对梅

州客家优秀文化进行传承时，要以群众的生活为根基，突显出梅州

客家文化的特色，树立品牌。客家精神是指应当保留的具有积极意

义的传统客家思想和行为习惯，优秀的客家精神对于现阶段发展建

设梅州客家优秀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保护梅州客家文化，其中是要从中全面地挖掘传统的社会、生

活、经济、文化等价值和意义，以达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梅州客家

优秀文化这一目标。只有扎根基层，梅州客家文化才能是最直击人

心、引起人们共鸣的文化。 

3.转换传承思路，树立创新意识 

客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弘

扬优良客家文化更是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当今

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发展和传承梅州地区客家文化，既要保证梅州

客家文化的独特性，保证其稳定与实用，同时也要创新梅州客家文

化形态，以更潮流的形式去助力其传播和发扬。这就要求我们转换

新思维，以“造血式”文化创新模式替代“输血式”文化传承模式。

以梅州客家文化特色之——客家方言为例，传承与发展客家方言，

我们能够连接海内外的客家文，在分享交流的同时，将梅州客家文

化能够得以推广，使世界能够知晓和认同客家。我们也能将梅州地

区客家文化的发展与梅州地区的旅游开发、饮食文明、乡土人文等

发展结合起来，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到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如此一来，既能有效地解决梅州客家文化发展创新过程中，所面临

的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又能在发展中给梅州地区客家文化注入强

大的生命力，使梅州地区的客家文化“活起来”，使它更加独特鲜

明、别具一格。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梅州客家文化也不例外。在传

承和发展梅州客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发展处有独特精神内

涵的文化特质，选择性的汲取新时代的营养，多跟其他文化进行一

个对比，学习和交流，将不断将优良的现代文化新元素深刻融入到

梅州地区客家文化当中，源源不断的让客家文化展现出新的风采，

注入新的力量，在理论发展的同时，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百姓生活，

做到全民接受和发展文化，自觉的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发扬着，让

客家文化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人无完人，文化也是

一样的。对于梅州客家文化自身，我们在传承发展的时候同样要注

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中挖掘出梅州地区客家文化的真正精髓。

只有真正优秀的文化核心和精髓才能经久不衰、生生不息，同样，

优秀的文化经的住时间和各种问题的洗礼，客家文化一定能创造出

属于它的新的活力，客家文化一定能够在客家人的不断努力和发展

之下，在保护好现有文化财产的同时，将客家文化不断地传承、弘

扬、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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