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窨象锪
≮6贪儿 ．

张东民熊寒汪差

／，●，I，



k搿驴-q删％础l奄一吲器；a教∞秘瓣，爨l。懈；m躺霉蚕缓芍q爵巍崎—誊曩。孰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封面设计

黄兆荣

张东民

谢明坤

陈大平

梁明

闽西客家志

张东民熊寒江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

(福州市东水路出版中心大厦1 2层)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省武平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I／32印张12．5插页16字数350千字

1998年6月第一次制版 199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ISBNT--80562—515—8／K·9定价30．oo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3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5



6



1

录

题词 +， 、

图片 ，

序⋯⋯⋯⋯，⋯⋯，⋯⋯⋯⋯⋯⋯⋯⋯⋯⋯⋯⋯⋯⋯⋯⋯⋯”(1)
序二⋯⋯⋯⋯⋯⋯⋯⋯⋯⋯⋯⋯⋯⋯⋯⋯⋯⋯⋯⋯⋯⋯⋯⋯(5)

凡例⋯⋯⋯⋯⋯⋯⋯⋯⋯⋯⋯⋯⋯⋯⋯⋯⋯⋯⋯⋯⋯⋯⋯⋯(1)

概述⋯⋯⋯⋯⋯⋯⋯⋯⋯⋯⋯⋯⋯⋯⋯⋯⋯一⋯⋯⋯⋯⋯⋯(1)

第一章客家源流⋯⋯⋯⋯⋯⋯⋯⋯⋯⋯-．．⋯⋯⋯⋯⋯⋯⋯(7)

第一节来源⋯⋯⋯⋯⋯⋯⋯⋯．．．⋯⋯⋯⋯⋯⋯⋯⋯⋯(7)

第二节分布⋯⋯⋯⋯⋯⋯⋯⋯⋯⋯⋯⋯⋯⋯⋯⋯⋯(15)

第三节分流⋯⋯⋯⋯⋯⋯⋯⋯⋯⋯⋯⋯⋯⋯⋯⋯“一(21)

第二章客家经济与社会事业⋯⋯⋯⋯⋯⋯⋯⋯⋯⋯⋯⋯(26)

第一节经济基础与发展⋯⋯⋯⋯⋯⋯⋯⋯⋯⋯⋯¨(26)

第二节社会事业⋯⋯⋯⋯⋯⋯⋯⋯⋯⋯⋯⋯⋯⋯⋯(42)

第三章客家民居⋯⋯⋯⋯⋯⋯⋯⋯⋯⋯⋯⋯⋯⋯⋯⋯⋯(55)

第一节民居类型⋯⋯⋯⋯⋯⋯⋯⋯⋯⋯⋯⋯⋯⋯⋯(55)

第二节民居建筑⋯⋯⋯⋯⋯⋯⋯⋯⋯⋯⋯⋯⋯⋯⋯(60)

第四章客家文化⋯⋯⋯⋯⋯。⋯⋯⋯⋯⋯⋯⋯⋯⋯⋯⋯⋯(64)

第一节山歌⋯⋯⋯⋯⋯⋯⋯⋯⋯⋯⋯⋯⋯⋯⋯⋯⋯(64)

第二节戏剧⋯⋯⋯⋯⋯⋯⋯⋯⋯⋯⋯⋯⋯⋯⋯⋯⋯(75)

第三节诗词⋯⋯⋯‰⋯⋯⋯⋯⋯⋯⋯⋯⋯⋯⋯⋯⋯(79)

第四节谚语·歇后语⋯⋯⋯⋯⋯⋯⋯一⋯⋯·?⋯⋯·(84)

第五节工艺·美术∥⋯⋯⋯⋯⋯⋯⋯⋯⋯⋯⋯⋯⋯(89)

n



2 闽西客家志

第五章客家民俗⋯⋯⋯⋯⋯⋯⋯⋯⋯⋯⋯⋯⋯⋯⋯⋯⋯(97)

第一节岁时习俗⋯⋯⋯⋯⋯⋯⋯⋯⋯⋯⋯⋯⋯⋯⋯(97)

第二节婚丧喜庆⋯⋯⋯⋯⋯⋯⋯⋯⋯⋯⋯⋯⋯⋯⋯(105)

第三节饮食·服饰⋯⋯⋯⋯⋯⋯⋯⋯⋯⋯⋯⋯⋯⋯(109)

第四节生产·经商⋯⋯⋯⋯⋯⋯⋯⋯⋯⋯⋯⋯⋯⋯(112)

第五节礼仪·信仰⋯⋯⋯⋯⋯⋯⋯⋯⋯⋯⋯⋯⋯⋯(113)

第六节尊师重教习俗⋯⋯⋯⋯⋯⋯⋯⋯⋯⋯⋯⋯⋯(117)

第六章客家方言⋯⋯⋯⋯⋯⋯⋯⋯⋯⋯⋯⋯⋯⋯⋯⋯⋯(119)

第一节分布⋯⋯⋯⋯⋯⋯⋯⋯⋯⋯⋯⋯⋯⋯⋯⋯⋯(119)

第二节特点⋯⋯⋯⋯⋯⋯⋯⋯⋯⋯⋯⋯⋯⋯⋯⋯⋯(122)

第三节代表点音系⋯⋯⋯⋯⋯⋯⋯⋯⋯⋯⋯⋯⋯⋯(128)

第七章客家人物⋯⋯⋯⋯⋯⋯⋯⋯⋯⋯⋯⋯⋯⋯⋯⋯⋯(149)

第一节人物传⋯⋯⋯⋯⋯⋯⋯⋯⋯⋯⋯⋯⋯⋯⋯⋯(150)

第二节人物表⋯⋯⋯⋯⋯⋯⋯⋯⋯⋯⋯⋯⋯⋯⋯⋯(253)

第八章客家风景名胜⋯⋯⋯⋯⋯⋯⋯⋯⋯⋯⋯⋯⋯⋯⋯(299)

第一节自然景观⋯⋯⋯⋯⋯⋯⋯⋯⋯⋯⋯⋯⋯⋯⋯(299)

第二节人文景观⋯⋯⋯⋯⋯⋯⋯⋯⋯⋯⋯⋯⋯⋯⋯(307)

第九章客家学研究⋯⋯．．．⋯⋯⋯⋯⋯⋯⋯⋯⋯⋯⋯⋯⋯(324)

第一节闽西客家学研究述要⋯⋯⋯⋯⋯⋯⋯⋯⋯⋯(324)

附一、闽西客家学研究机构一览表⋯⋯⋯⋯⋯⋯(330)

附二、闽西客家学研究成果一览表⋯⋯⋯⋯⋯⋯(331)

第二节闽西客家学研究论文选辑⋯⋯⋯．-．⋯⋯⋯⋯(334)

附录
‘

一、历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概况⋯⋯⋯⋯⋯⋯⋯⋯⋯(381)

二、世界客属公祭客家母亲河活动综述⋯⋯⋯⋯⋯⋯(385)

后记⋯⋯⋯⋯⋯⋯⋯⋯⋯⋯⋯⋯⋯⋯⋯⋯⋯⋯⋯⋯⋯⋯⋯(388)



序一

我国学术界对客家问题早就有了研讨。迨19世纪中

叶，学者们提出了“客家学’’一词，进行了研究。特别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客家学的研究一浪高过一

浪，早在1971年9月，世界各地客属田体就在香港首次

举行“世界客属第一届恳亲大会"，尔后每隔两年举办一

次，已先后在我国台湾省的台北、高雄市以及美国的旧金

山、日本的东京、泰国的曼谷、毛里求斯的波累、马来西

亚的亚庇轮流举办过这样的恳亲大会。1994年12月，世

界客属第十二届恳亲大会首次在我国广东省梅州市举

行。随着客属恳亲会的频频举办，国内外普遍掀起了“客

家学研究热”。“客家现象’’的产生，不是凭空而起，而是

缘出有因。

其一，源远流长的客家历史。有关史料记载，‘西晋末

年，经过“永嘉之乱”后，晋室式微，匈奴、鲜卑、羯、

氐、羌5个少数民族割据中原，司马睿逃到建康(今戒

京)称帝，建立东晋王朝。从此中国历史上开始了第一吟

南北分治，出现长达270多年的混乱局面。原在黄河流域

繁衍生息的汉民族，世代维持的封建农业社会遭到破坏，

代之而来的是奴隶制复辟，社会陷于动荡不安。汉民族不。

． f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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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这种处境，结群渡过长江，在江南一带定居。这是客家

先民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政治腐

败，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动

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地位，不久，又出现了五代、十国破败

更迭，战乱不断的混乱时期，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造成

客家先民第二次大规模南迁。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生活

荒淫、朝政昏暗，招致金兵南侵，酿成“靖康之变”，金

兵攻破汴京，北宋灭亡。赵构逃到临安(今杭州)称帝， ，

建立南宋王朝，长期偏安江左。处于中原沦陷的汉民族，

无法忍受金人的烧杀掳掠，被迫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南迁。

时至明末清初，也就是清兵入关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

期，聚居在汀州一带的客家民系又进行了两次大迁播，有

的长途跋涉迁至粤、赣、湘、桂、川、台等省(区)，有

的辗转远播于东南亚、欧洲、大洋洲、非洲、南北美洲等

地区。这就是客家先民为避战乱而经历的动荡坎坷历史。

其二，光照世界的客家风采。由于客家先民长期动荡

迁徙，长期与艰难恶劣的环境作斗争，造就了艰苦奋斗、

披荆斩棘、适应环境的好品格，形成了敢于拼搏、勇于开

拓、善于进取的“客家精神”，这种独特的风采一直被世

人所称颂。如今分布世界各地的客家人总数已经达到

5000多万人，他们无论扎根何处，都能发挥“客家精神”，

一展客家风采。许多有为之士已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光照千秋的不朽篇章。在众多的

客家人中涌现了一大批侨领、实业家、专家、学者、名人。

其三，灿烂夺目的客家文化。长期以来，客家人所走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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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历程以及进行的伟大社会实践，创造了颇具特色的

客家文化。如生活习俗、语言、服饰、美食、居住以及重

教之风等，既有独特之处，又与华夏传统伦理道德一脉相

承，其所形成的炎黄子孙的道德风范，内容极为丰富，源

远流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魂。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被世人誉为举世无双的客家民居、世界独一无二的

建筑奇葩永定土楼，就是客家文化的一大瑰宝，是客家文

化的综合体现，蕴藏着十分珍贵的探索价值。总之，客家

文化丰富多采，灿烂夺目，已在人类文化史册上闪烁出绚

丽的光彩。

闽西，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每次客家先民南迁都

涌向这块“世外桃源"，如今它仍是客家人聚居最稠密的

地方。客家祖籍地在闽西，客家首府在闽西，客家母亲河

——汀江在闽西。龙岩地区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对

客家学的研究责无旁贷，特别是对客家学进行深入、系统

的研究更有其必要性，其意义就在于以这块神奇的土地

为基地，可为广大海外侨胞追源、寻根、问祖提供一个好

园地，让世界更加了解和认识闽西，从而扩大本区在国际

上的影响，在跨世纪阶段使本区的经济进一步与国际接

轨，进而大踏步走向世界。

龙岩地区历届领导对有关客家学的研究和客家联谊

活动都是重视和支持的。本区正在努力创造条件，积极争

取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龙岩召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客

家学术的研究工作及客家联谊活动必须先行。龙岩地区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东民、熊寒江同志撰写的《闽西客家

{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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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出版，以及近年来本区各种客家学术研究成果的产

生，标志着本区对客家学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对推动客家研究活动的深化，促进本区与世界各地客

属团体的联谊活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在深表祝贺之

际，衷心希望全区有更多的客家学研究成果问世，为闽西

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腾飞作出新

的贡献。

龙岩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游宪生

1 996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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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客家志》的出版，是闽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

业和客家学研究活动的一件大事，也是龙岩地区方志界

根据新时代、新形势的要求在方志编纂工作中取得的可

喜成果。 一

随着闽西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兴

起，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港、台、侨客属同胞纷

纷返回故乡探亲访祖，考察投资，兴办企业，海内外客属

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世界客属联谊活动日益频繁。为适应

这种客观形势的要求，弘扬客家精神，推进客家文化事业

的发展，本人曾倡议编纂《闽西客家志》，并请龙岩地区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东民同志具体组织实施。经方志委

同志们收集资料、考证源流、精心编纂，历经三个春秋，

于1996年纂成付梓。在此我以无限欣慰之情祝贺《闽西

客家志》问世。‘
“

，'

．·

《闽西客家志》是一部以闽西客家的历史与现状为研

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著作，具有较强的社会人文研究价值

和实用价值。

首先，《闽西客家志》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人类学、民

族学、氏族学、社会文化学、经济学、民俗学、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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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闽西客家是

历代从中原南迁入境的汉民族后裔。由于在闽西经历长

期的生产、生活，逐渐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民系的、具

有自身独特风格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语言和风俗习

惯。这些具有闽西特色的客家文化，是当今社会科学有关

学科研究的重要对象。《闽西客家志》正是以丰富的闽西

客家史料给上述各学科提供素材，为这些学科的深入研

究作出贡献。

第二，海内外学者的“客家学”研究从本世纪初创建

以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进入第

一个高峰期。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特别是

本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经济建设高速发展时期，海内外

客家学研究再度掀起高潮。闽西客家祖居地的专家、学者

的客家学研究尤其引起海外学者和客属同胞的关注。《闽

西客家志》主要以闽西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为主要内容，

采用新方志的体裁编纂而成，它融汇入世界客家研究众

多成果之中，参与世界客家学研究的探讨与交流。’ ．

第三，《闽西客家志》的出版，将促进闽西和世界各

地客属同胞、海内外客属社团之间的彼此了解、互相勾

通，并为闽西台、港、侨客属同胞的联谊活动，为闽西的

改革开放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总之，《闽西客家志》的出版意义重大，谨以为序。

中共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邱炳皓

199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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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存真求实，全面、系统地记载闽西客家自

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贯古通今，记述时间，上限不限，尽量追溯

事件的发端；下限断至1995年。

三、本志采用志体为主，辅以史志结合的体例，分门

别类，以事为经，以时为纬，注意纵横结合记述，一般设

章、节、目三个层次。全书由题词、彩照、序、记述、附

录、图表及后记等组成。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为行文准则。

四、人物传记，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本志立传对象为

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本区客家籍人。．对在世人物事迹彰

著者，在有关章、节中以事系人，加以记述。人物表生卒

并收，凡地、师级以上官员、教授、省级劳模等，予以入

表。

五、民国以前的纪年，先书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

纪年。民国以后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简称为“新中国前(后)”。

六、历代政府、职官，均依当时的称谓。地名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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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记述历史沿革用古地名，括注今地名，其余均用地区地

名办公室公布的地名。

七、所用的统计数字，凡国家有统一规定范围、口径

和计算方法的，均按国家统一规定统计，并以地区统计局

公布的为准。统计局所缺的用部门核实后的数字入志。经

济类的数据除注明者外，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数字表

述，执行国家公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计量

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本区内历代郡、府、州、县志和

新编地方志，以及档案馆、图书馆等有关部门材料，或调

查访问的记录。所有资料经考证后入卡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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