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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湾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隔海相望，历来被认为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东南数省之藩篱
”。
海峡两岸同根共祖，在文化、经济上存在着彼此密不可分的联系。
历史上东南沿海省份先民渡海人台，披荆斩棘，开疆拓土，既移植了中华文化，又培育了台湾岛与祖
国大陆之间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
因此，台海区域文化，毫无疑问自然是源远流长之中华炎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中精义，早
为世人所广知共识。
水源木本，又岂会因一道浅海而生分隔离!有鉴于此，厦门大学的学者们发起组织编写一套“台海研究
丛书”，力求整合文史哲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系统地研究闽台两岸及相邻东南沿海其他
省份的历史文化，总结台海区域文化的精华底蕴，阐述此一区位文化的各种内在联系，并进而探求其
未来走向及在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上的重要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学科视野中的客家文化>>

内容概要

　　客家民系及其社会文化，是海峡两岸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
2006年元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在厦门市共同举办了“全球客家区域文化学
术研讨会”，这本册子就是这次研讨会论文的选集。
　　我们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一次研讨会，是因为我们希望客家区域文化的研究，能够在跨学科的学
术视野下寻求某些新的突破。
所谓客家文化的研究，是无法用单一的学科概念予以概括的。
在跨学科的视野下开展相互渗透性的综合研究，应该是推进客家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趋向。
正因为如此，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学科机构，才有了共同的
学术基础和举办客家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浓厚兴趣。
在会议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刻意地联络了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
等各个学科的学者一道来参加这次会议。
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关心的角度来考察客家区域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更加丰富多彩地反映出客家
区域文化的整体形象。
这个册子里所选编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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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香，1968年出生，福建连城人，2005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
主编《多学科视野中的客家文化》，共同主编《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在《中国经济史研
究》、《厦门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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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的传播 血胤相承的坚持：从台湾地方祠堂看中原文化的播迁客家围龙屋的历
史与文化刍议 空间构造与家族变迁：明清闽西客家聚落中的风水传统传承与嬗变：客家区域文化研究
的主题 区域文化具有两面性 离散与聚合之间：梅县松口陈氏抉云楼个案初探从历史及地理背景探讨
元明清客家族群移垦之路线客家?非客家? 澳门路环岛九澳村：一条滨海客家村的历史考察台湾客籍作
家钟理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初探 客家领袖与槟城的社会文化 清末韩江沿岸妇女集体自杀的历史人类学
分析永定烟业与土楼 晚明汀州两江流域区域市场比较 清代潮州的闽西商人 客家人与闽南人双言区社
群关系的历史考察．客家方言分类的语言社会学考察 “客家”称谓源自“客话” 永定湖坑客家人传
统的生养习俗 庙会与地方社会：以长汀濯田的霸王信仰为例两岸客家民居大灶空间的文化内涵 台湾
客家村的郑成功庙与郑成功信仰 论中国土地革命的客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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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血胤相承的坚持：从台湾地方祠堂看中原文化的播迁一、前言台湾岛地处中国东南边的外岛，邻近广
东省与福建省，在17世纪前岛上即有许多的原住民，如平埔族、高山族的部落遍布其地。
明末郑成功于l662年领兵击败占据台湾的荷兰人势力，并承袭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也是汉人势
力首度统治台湾，以后清代将领施琅，更是将台湾成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主要功臣。
随着历史步伐，邻近的福建、广东地区的人们，纷纷冒险乘船渡过波涛汹涌的海峡，前来台湾开疆拓
土，历经有清一代的移垦，至清光绪之时，汉人已经成为台湾的主要族群。
有清一代汉人移殖台湾，以闽南地区的漳州府、泉州府的移民人数为最多；其次为从当时嘉应州、惠
州府、潮州府、汀州府等地方来的移民，而其他州府来的移民人数则较少。
其中的嘉应州、惠州、潮州、汀州等，则是属于现今统称为“客家”的区域，为台湾客家族群的主要
原乡。
而漳州、泉州位居闽南，统称为闽南人，亦为台湾闽南族群的主要原乡。
客家人、闽南人两者在历史上均是因避难因素，从北方中原地区迁居至华南地区的汉人，但由于迁居
至赣南、闽西、粤东、闽南等地区，受到时间先后以及人文地理的影响，这两个族群的文化发展，在
生活、语言、祭祀形态等方面呈现出相当差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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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学科视野中的客家文化》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台湾海峡两岸的福建、台湾以及相邻东南沿海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
最活跃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区域。
这种区域特征，孕育了富有海洋文化气息的经济社会人文特征，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增添
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祖先的传统是值得骄傲和自信的，海峡两岸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是割裂不断的。
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学术探寻，为我们的家园寻求更多的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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