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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度《厦门社科丛书》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套丛书包括《厦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探索与实践——2005 2008年厦门发展启示录》、《从海
防战备前线到两岸交流前沿》、《改革开放三十年厦门口岸的伟大变迁》、《山陬海隅客家歌——厦
门客家古村落研究》、《厦门胡里山炮台与克虏伯家族的历史情缘》共五部专著，内容涉及经济、文
化、历史等广泛领域，既有厦门科学发展华章之展示，又有两岸交流历史长卷之描画，还有鹭岛民俗
渊源之探究，成果喜人。
　　这是我市第三批出版《厦门社科丛书》，细品五部专著，三个特点跃然于油墨书香之中。
一是应用性更强。
以研究厦门问题为中心，把研究对象和着力点放在厦门，围绕厦门的改革、发展和民生问题深入研究
，注重应用价值，努力为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服务
。
二是时代性更强。
把握时代主旋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经济特区创办以来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伟
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对厦门口岸建设、对台工作以及近年来厦门科学发展作了较深入的总结和回顾，
具有较强的时代特点。
三是针对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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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陬海隅客家歌：厦门客家古村落研究》主要研究早年进入厦门且还存在的纯客家村落。
客家民系是一个整体，厦门客家古村落是客家的一个部分，与其他地区客家（特别是客家大本营）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它割裂开来研究，必然是不全面、不科学的。
所以，研究厦门客家古村落时应比较厦门客家古村落与其他地区客家住民的风土人情（如客家传统手
工织带相关原料苎麻和蓝客家夏布等）。
帮助读者了解关于客家的知识，进而更好地了解厦门客家古村落，《山陬海隅客家歌：厦门客家古村
落研究》将这些相关内容都作为附件录于正文之后。
　　厦门是我国东南沿海开放城市，也是近代迅速兴起的港口商埠，其人口构成和文化呈现出多样化
和融合性。
　　厦门周边是闽西、赣南、粤东客家人聚居区（即平常所说的客家大本营），客家人在不同时期向
发展中的厦门集聚，当是自然之义。
据考证，早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两支客家人进入厦门地区居住，他们是厦门最早的居民，也是
厦门的拓荒者之一，他们的后裔生活在三个村落中。
后又有从永定南来的胡氏客家人进入厦门，形成又一个客家村落。
随着厦门逐渐发展成为开放型海港城市，近邻的龙岩、赣州、漳州、梅州等客家人，逐渐向厦门迁移
。
20世纪60年代，一部分因“排华事件”回国的客家归侨被安置在厦门，他们主要居住在同安区的竹坝
华侨农场。
客家人不断迁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客家人向厦门快速聚集），逐渐形成现在约50万人口的群体，
他们对厦门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厦门的经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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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荣富，福建省连城县人，1948年生。
当过农民、工人、教师、记者，也坐过机关。
现为厦门大学客家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厦门市客家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福建省
分会会员。
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杂感、诗歌、报告文学等体裁，随意写心，不拘章法，出版了长篇
小说《韩信传奇》、《东南喋血记》、《丝路英豪》、《开门节度使》、《客家春秋》以及作品集《
星光·山野·浪花》等。
近年投身文史研究，著有《乡村管理学》、《厦门商会史》、《客家儿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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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厦门客家古村落的探索研究历程　　对于厦门客家古村落的研究，只是近十几年内的事
情。
探索厦门客家古村落的主要动因有两个，一是厦门政协的重视，二是客家村村民自身的努力。
　　南山村陈姓村民从小就被长辈告知“我们是客家人”。
但究竟为什么是客家人却一直不清楚。
1997年，南山村陈美煌等前往南靖寻根问祖，这才从南靖沥水乡的宗亲那里弄清自己是客家人的来历
。
1998年，厦门市政协有识之士意识到客家文化对厦门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提出
重视客家文化。
研究一种文化，自然首先要了解其载体。
客家文化的载体当然是客家人群，从历史的传承的角度要求，还必须从研究客家古村落着手。
按这个思路，便有了探寻厦门客家村的动议。
这一动议对同安区政协很的鼓舞，因为同安是厦门市历史最悠久的，客家古村落在同安的可能性最大
。
于是，同安区政协委员、同安一中历史教师陈金城先生及政协干部在得知同安莲花镇后铺村的老屋是
客家建筑，就立即前往考察。
但这次考察的结果是：该古建筑是属客家建筑形式，但村民并不是客家人。
其后，南山村村民、同安陈太傅祠秘书长陈荣林先生得知此事，向区政协报告南山村是客家村的事实
。
至此，对厦门客家古村落的调查和研究可谓正式发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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