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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选题所涉范围是比较全面的，从中国古代建筑思想、理论，建筑制
度、建筑文化观、建筑艺术、建筑形制、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等各个层面来阐释中国建筑文化的特征，
是一套全面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大型学术丛书。
从建筑文化学到建筑思想的渊源、流变，从建筑的词源到典辛制度的考录，从墓葬建筑到园林，从史
前的聚落形态到历代城市的演变，从创作理论到形制的源流，从装饰艺术到小品的文化观，从建筑的
外部空间构成到环境生态观，从历代名作、名匠到军事、桥梁建筑艺术莫不包罗并列、几乎各专著本
身即具有新创性。
 本书对中国客家建筑文化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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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客家源流和分布　　本书以“中国客家建筑文化”为题，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客家，什
么是客家人，客家有何源流，客家人分布在什么地方。
了解了以上问题，才能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客家建筑文化。
　　第一节　客家和客家人的概念　　什么是客家？
什么是客家人　　《辞海》是这样界定“客家”的：　　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
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末（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
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遂相沿而成为这一部分汉人的
自称。
　　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提出：　　“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
因为种族的因素——即自北方南移的大量汉人固然是形成客家的一个因素，但单有南移的汉人还不能
形成“客家”，还有待这批南移汉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的优势和
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一种新
的文化——迥异于当地原住居民的旧文化，也不完全类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那么这种
新型文化的载体——一个新的民系，即客家民系才得以诞生。
　　胡希张、莫日芬、董励、张维耿著《客家风华》认为：　　客家民系可作如下界定：它是南迁汉
民于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在赣闽粤边区与畲瑶等土著融合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方言、文化、风俗和
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
这里，形成时间、形成地域、族源和文化特征都作为构成客家民系的诸要素。
方言、风俗和特性属于大文化，单独列出是为了加以强调。
尤其是客家方言，它是这个民系与其他汉族民系相区别而单独成为一个民系的决定因素，非单独列出
不可。
最后一句，表明这一民系的民族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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