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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客家意识、客家学在清末民初热过一阵后，近年又热了起来，这与台海交流有关，与中国民
间活力的增强有关，也与客家对发展经济的渴求有关，总之，这次客家热终于唤起我半个客家人的客
家意识，于是我一有机会便去探访客地，特别是客家的古屋老村，这才发现客家地区中有不逊于晋中
的大院，有不逊于徽州的大村，有不逊于开平的碉楼，有不逊于侗乡、浙南的廊桥，有最多、最好的
土楼，至于宏大而复杂的围龙屋、大围楼及由它们组成的古村则几乎是客地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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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我们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daluchaotian09
天涯家园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travel/1/2707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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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客家好起居”　　“福佬好食粥，客家好起居。
”这是一句在广东流传很广的民谚，意思是潮汕人好美食，客家人好盖房子.这句俗谚背后有两个现象
，第一，在中国确实存在这样一个规律，房子好的地方一般就没有太多好吃的，而美食多的地方房子
多一般。
比如说四川，天府之国，美食遍地，而老房子的普遍质量和好的老房子的数量似乎与它的富庶程度不
相称，同时，好的老房子多的地方，如徽州、晋中等地却没有太多名吃，徽州的菜干、豆腐干，山西
的面食、莜面卷卷炒山药蛋等果真好吃，却没有川菜、潮州菜的地位。
看来，中国各地域、各族群的人们各有所好、各有所长。
正是这样，我们后人才能欣赏、享受到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文化。
　　在“客家好起居”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有客家建筑呈现给我们的异常壮丽的景象.现在遗存的
客家传统建筑多为民居，在中国各种传统民居中，客家民居从数量、质量、种类、历史文化内涵、所
反映的设计匠心等诸多方面，誉其首屈一指恐不为过。
　　自从福建土楼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后，土楼更是名声大噪，由于最好最密
集的土楼群多在闽西南的客地，便使土楼与客家民居联系起来，这本是好事，然同时也产生不好的一
面，即有人会误以为客家民居就是土楼一种。
　　事实上，客家民居还有很多类型，我们在序言中已经说过客家地区中有不逊于晋中的大院，有不
逊于徽州的大村，有不逊于开平的碉楼，有不逊于侗乡、浙南的廊桥，有最多、最好的土楼，至于宏
大而复杂的围龙屋、大围楼及以它们组成的古村则几乎是客地独有.去客地旅行时观赏客家民居的宏丽
，解读民居中的文化是客地旅行的一大要素，我们不能只看土楼，但可借助土楼的名气，将客地民居
完整地呈现出来，相信在土楼之后，客地民居中还会产生新的世界遗产，目前梅州正在将围龙屋集合
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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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客地：闽粤赣客家秘境之旅》：客家 人文意识在民间的觉醒 华夏文明在民间的辉煌　　传统
美德在民间的坚守 千古乡情在民间的回荡　　客地 迁徒历史造就的人文地理 陆海交汇凝聚的斑斓记
忆　　闽粤赣边深藏的田园秘境 传统乡土珍有的心灵桃潭　　推开那扇古老的门　　客地中每一座围
城里面部有一段千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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