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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说从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发表《客家研究导论》开始算起，客家学作为一专门学问已经有70多年
的历史了。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客家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机构日益增多，研究论著层出不穷。
在政治、学术和社会的多种因素推动下，客家学学术繁荣的局面已经举世瞩目。
伴随着客家学发展的是客家人族群认同的不断加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之下，
客家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想象共同体”，人数已达8000万之多（2004年第19次世界客属恳
亲大会宣言）。
另一方面，客家人族群认同的加深也刺激着客家学术的发展。
客家学学术发展与客家人族群认同互动的趋势使客家学日益成为一种专门的、多学科关注的、日新月
异的，又具有强烈现实需求的学问。
    纵观中外学术发展史，任何一门学问的出现并得到学界认可，均会自发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一套
话语体系、一系列理论发明、一种或多种专门刊物等诸多标志其形成的“标识”。
其中，学术刊物在专门学问建构历程中尤其重要。
其意义至少有两个方面：构筑一个学术共同体发表见解和讨论问题的平台；培养和形成一支相对稳定
的研究队伍。
2006年，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创办《客家研究》杂志，客家学有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发表园地。
然而，《客家研究》毕竟是在中国台湾创办和发行的刊物，而且篇幅有限，众多大陆学者不仅很难发
表作品于其上，甚至无法及时阅读到该刊物，难以满足客家学日益发展的需要。
    赣南师范学院地处客家地区，学校客家研究中心长期从事客家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实力和学术
基础。
为了进一步推动客家学术的发展，为客家学的建构贡献绵薄之力，并与《客家研究》遥相呼应，构筑
两岸乃至世界客家研究国际性学术平台，客家研究中心决定创办《客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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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研究论文　　　　客家人文性格与客家文化特质刍议　　　　一、客家人的人文性格　　　
　我这里使用了“人文性格”的概念，与通常使用的“民性”概念相近，但更合乎人类学、民族学的
学术规范，其含义主要是指一个族群或一个民系特殊文化方式中社会心理和精神气质方面的内容。
一个民系或一个族群的人文性格，实际上就是区分此族群与彼族群、此民系与彼民系的文化特点。
这样的特点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任由人们随意总结或杜撰出来的。
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同时也根据文化生态学说关
于文化方式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的看法，对于族群或民系文化特点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是该
族群、该民系所处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两个方面；二是该族群、该民系的基本的经
济形式或生计模式。
另外，人类学还认为，民族及族群文化的形成与民族、族群本身的形成同步，民族及族群不断发展变
化，民族及族群文化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
因此，族群人文性格又与族群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就客家人来说，客家基本住地处于万山环抱之中，大山长谷、林菁深阻，山高水冷、山多田
少，虎狼为害、瘴疠肆虐，这是客家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由此决定的山地农耕经济是客家人的基本生
计模式；多民族多族群共存于赣闽粤交界区域，族群接触、斗争、互动、互融是客家人所处人文环境
的基本面貌；客家民系就是在这种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人文环境下，经过漫长的披荆斩棘以耕以
殖和残酷的族群互动互融而孕育形成、发展、壮大起来的。
因此，多山的环境、山地农耕的生存方式及多民族多族群间的长期斗争融合，是客家人文性格得以形
成发展的基本因素，也是我们认识和讨论客家人文性格的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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