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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述了客家文化的四大特征：重农耕、重教育、重勇气和兼容并蓄的文化个性。

农耕文化重，呈现多元复合的山区农耕文化特征，在教育上，重视耕读为本, 诗礼传家; 在勇气

上敢闯、勇于经商；保持传统又兼容并蓄。 

 

关键词：客家文化，农耕，教育，勇气，兼容并蓄 
 

 

 

一、客家人与客家人分布规律 

客家人是操客家方言的族群。李辉等 (2003) 定义客家人是南方讲客家话的特殊汉族民系。李辉等 

(2003) 学者对福建长汀的 148 个客家男子客家男子做了遗传分析，发现从父系遗传的 Y 染色体 SNP 的主成

分分析看,客家人与中原汉族最近。客家人如今分布范围很广。那么，和中原汉族近乎一脉相承的客家人，

是如何散布到如此广大区域的呢？ 

赵建群 (1993)提到，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下达“迁界令”， 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和福宁五

府州的沿海居民内迁，远离海边。赵轶峰(2014) 在研究清初粤东迁海民生代价一文中提到，实施第一次内

迁之后，又于康熙三年(1664)前内迁基础上再迁，此次又向后“再迁”50 里。受“迁界”、“再迁”影响

最重的是福建、广东两省。陈恩维(2009)提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宣布解除海禁政策，准许开

海通商。又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通过政府的多次

迁徙推动，生活在赣、闽、 粤交界山区的客家人丁口增殖很快。 如今，在深圳、香港等地的客家聚居区，

也是是客家大迁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三、客家文化特征 

3.1 客家文化重农耕 

重农耕，是客家传统生产的支柱。谢重光(2009)认为客家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的山区农耕文化。何国强 

(2002)提到，灌溉农业是客家村社的基本模式。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客家世代坚持以农耕为本的生

计模式，这一模式在不同的地理，气候，海拔条件下通过耕作方法，栽培品种，灌溉形式等表现出相同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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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内容。在山区，纯粹是农业,但有许多为农业服务的小手工业；在丘陵地区,农业与一定规模的工商各业

互相渗透。在海岸线附近,渔农并举，以海为田。 

3.2 客家文化重教育 

客家人又极重视文教，“诗书传家久”是他们坚信不移的生活理念。在迁徙途中，客家人他们很快适应了

侨居地生活，在坚持耕读这一传统文化中不断发展自己。林开彬等 （2005）认为，客家文化之所以能保持其

独特的文化内涵而不断发展，传承至今，其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客民们崇文重教，客民聚落私塾成为重要的机构，供子弟读书。叶少玲（2009）总结到，客家教育呈现

耕读为本,诗礼传家；齐抓共管,教育兴族；崇文尚武，学以致用；致富不忘教育，历代积累有硕果的特点。而

客家人重视教育的原因比较复杂。叶少玲（2010）提出，客家教育传统与生活环境困苦有关。客家人以读书

作为谋生之路。当然，这个传统还与当时府、州、县的一些官员重视教育，持"兴学德政垂后世"的观点有

关。 

3.3 客家文化鼓励勇敢 

客家文化秉承了中华儒文化，都是重农轻商。但客家人既坚持以农为本，又不失时机地在本地商业领域

进行开拓。 

（康熙）新安县誌、（嘉庆）新安县誌、广东通志、广东海防匯览（清）、 闽粤巡视纪略、深圳近代史

（1997）、 福永古文化考略（2001）等提到，康乾盛世时，广东的惠州府、广州府沿海诸县商贸活动非常

活跃，到乾隆三十五年前后，广东已是百业昌盛，城镇繁荣。此时黄氏从第四代起，用长途贩运的手段开始

发家，到第五、六代，特别是第五代的黄廷元很有反传统的精神，明确提出“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世完

人”的做人标准，鼓励族人经商，他们开油房、糖寮；在淡水、坪山圩集开商店，生意越做越大，与广州“十

三行” 都有了生意上的往来……由此，黄氏在坑梓，乃至惠东地区渐成颇具影响力的巨族，将自身的社会地位

提升到了地主绅商的阶层。正因为如此，深圳的客民才能有资本兴修大面积、上规模、高规格的坚固围堡，

至今，龙岗区的地面上还留下上百座的这种建筑。总起来看，作为移民，无论东部西部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

精神，都有不错的业绩。 

3.4 客家文化在兼容中保持个性 

客家从语言、风俗、信仰、饮食、服饰等习俗方面有独特的个性，但是又呈现出兼容的特性。李斌 

（2012）认为，客家人对故乡中原的饮食文化。他们并没有抛弃,而是在不断地继承和发展，同时，对其他地

区饮食文化的精髓，他们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 

岭南的广府和客家两大族群对鸡都是独有情钟，而且做鸡的方法又多，又各有花样。盐焗鸡，是客家菜

系里一道咸上加香的名菜。其做法是把鸡宰好取出内臟，用盐、葱汁擦其腹内，用湿草纸包好，再在铁锅里

用粗盐做成窝，把鸡放进去，加盖儿密封后用文火蒸四十分钟左右，取出放冷切成块状，装迭在盘即成。过

去，各家妇女都养鸡，有客人来时就抓只鸡待客。因其味道咸香，宝安的广府人家，也有模仿做客家盐焗鸡

的。现在，盐焗鸡已经很自然地写进了深圳广府餐馆的菜谱。盐焗鸡也受到外来北方人的欢迎。江初昕 

（2013）考究发现，客家盐焗鸡的形成与客家人的迁徙生活密切相关。在南迁过程中，客家人频繁变换住

所，难以安居，活禽不便携带，便将其宰杀，放入陶罐盐包中，等到了搬迁地后，打开陶罐再烹制食盐中的

整鸡。无意中，客家人发现用盐焗过的鸡做熟以后味道十分鲜美，非常好吃。从而形成了这道名菜。 

罗迎新 （2017）提到，梅州客家饮食食材选配根植自然地理环境因子，就地取材，彰显"树头草根"乡土

气息。传承中原饮食遗风和寓医于食中医文化，突出"药食同源"，讲究"四季五补"。同时，面对"冷湿"，"湿

热"，"燥热"以及水土不服环境，梅州客家人从人地环境出发，充分利用本土地道中药药材，运用中医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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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总结出了大量日常饮食食材选配的品种与方法，以达到清热祛湿，润肺排毒等功效，摆脱"冷湿"，"湿热

"，"燥热"的侵袭与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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