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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世界客属第24届恳亲大会组委会主办，北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广西入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
中心客家研究院承办的“客家文化与和谐社会”国际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不仅是世界客属第24届恳
亲大会的重要活动内容，同时也是国际客家学术界的一次重要交流活动。
为将本次学术研讨会开成一次有特色、高水平、成果显著的会议，第24届世客会筹委会特别组建了国
际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专家组，编写了《客家文化与社会和谐(世界客属第24届恳亲大会国际客家文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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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客家学研究
　客家人、汉民族与中华民族
　客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客家文化研究的普世核心价值——以广西客家为例
　客家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
　传承客家文化 构建和谐海峡
　一以福建宁化客家事业发展与宁台交流合作关系为例
　以一个南方族群为例，试论客家民系的分期问题
　屈大均让天下人知道有“客家”
二、客家地域社会研究
　北海客家的源流及分布研究
　北海客家资源考察与若干重要结论
　论岭南北部湾是客家最早移民地和南迁归宿地
　论清代广西客家移民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以地方志、族谱资料为中心
　解读广西客家的特点
　客家大市三明与闽西北客家区
　都市化进程中成都东山客家宗族活动的复苏及特点分析
三、客家迁徙与族群融合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客民播迁与族群相处
　论巴蜀客家的定居融合及其历史意义
　徽州是客家部分先民南迁时的中转站
　从叶姓的迁徙与分布特点看客家群体的形成
　客家族群“过番”南洋的共同历史记忆——以客家《过番歌》为探讨中心
　人禀乾坤志四方，身入他乡即故乡——简论湖南客家人与当地的族群融合、和谐共生
　闽台族谱对接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明、清两朝中西接触中的客家元素
　客家与壮族的互动和融合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与客家族群认同的建构
　论两岸客家工艺文化交流与和谐社会之建构
　广西客家文化国际通道的形成与发展
四、客家文化精神与人物研究
　客家的科学精神
　客家廉洁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
　客家人孙中山对儒家道德的传承
　海外客家中原寻根现象及其意义
　浅谈朱熹思想对客家文化的影响
　客家迁徙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客家人的海洋精神与当代意义探究——以北海客家为中心
五、客家文化产业与生态文化保护
　加强客家生态文化的保护与建设——弘扬客家文化的重要之举
　北海：蓝色文明与绿色经济
　台湾客家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多元社会
　客家旅游文化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的探讨
　福建宁化夏坊“游傩”研究——一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
　客家文化创意产业——客家桐花祭(油桐树的生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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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客庄再现客家：台湾桃园龙潭乡的客家文化产业
　客家地方知识的创发与再现：台湾美浓的公民社会与生态祭典
　客家节庆文化营销与地方和谐之促进——以苗栗炸龙节庆活动为例
　论客家社区营造、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以水里乡上安小区为例
　台湾客家文化产业发展评析
　客家文化品牌传播及媒介策略——以成都东山客家文化为例
　论客家文化在文化旅游业中的作为与自身的振兴——以成都洛带镇为例
　客家族群与广西经济开发的现实思考
六、人文教化与文化传承
　从连城《文溪书院记》看闽西客地理学、心学的消长
　海外客家的文化传承——以澳大利亚为例
　台湾客家社会中尚存的上古华夏文化探讨
　丁日昌的藏书与刻书
　仁义礼智信与客家文化——简论客家文化所体现与传承的儒家思想
七、居住文化与社会生活
　客家传统与乡村和谐——以培田古村为例
　围龙屋与太极化生图式
　论客家传统民居建筑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风水与“做屋场”——围绕客家民居建筑及其环境知识的表象、权力与调整
　旌奖孝悌与客家社会和谐家庭关系的构建——以明清时期赣闽粤边区“五世同堂”现象为中心
　岭南客家服饰文化景观
　北海客家妇女特征探析
　广西贺州客家擂茶习俗的现状及其传承问题
　广东始兴县放排行业考察
八、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
　客家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以广西客家为例
　试论客家人敬祖穆宗意识的现实意义
　念祖思乡的心灵慰藉 筚路蓝缕的精神动力——随客家人闯世界的神灵
　定光佛信仰的民间文化基础及其现实意义
　关于客家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的思考
　粤东客家地区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人类学探讨——以五华县大田镇樟村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客家妇女与民间信仰——以福建上杭县的寺庙碑刻记载为中心的分析
　客家人祖先开基的传说与解读——以粤东大埔县百侯杨氏为中心
　从族谱的家规家训看客家人的价值观念
　在神圣与世俗之间——以成都客乡“木兰会”为考察中心
　九、语言与文学艺术
　客家话：太平天国的“国语”
　论客家方言在客家民系形成中的作用
　客语词汇的会通
　音位界定的基础：综论客家话的高元音零声母现象
　新竹客家次方言群的空间分布与竹堑社之汉语方言使用能力的关联性探讨
　论客家民间文学的和谐主题及村落和谐的实现方式
　历史记忆与现实适应——对一则客家民俗传说的解读
　在迁徙中孕育演化的客家文学艺术
　爱国学者古直与客家文学
　论客家山歌的和谐之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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