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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中的客家民系或日客家族群，发祥于我国中原大地。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原

因，早从秦汉时起，他们的先人就从中原不断往南迁徙，定居和繁衍于南方各个省（区）。

进入近代以后，锁国封关的局面被打破，客家人本其勇于开拓进取、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

漂洋过海、出国谋生者也不少。他们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也为居住的省（区）或国家的

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以致国权丧失、

民族阽危。国难当头，客家儿女又本其热爱祖国、不畏强暴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道，奋

起开展反对封建压迫、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在维护民族尊严、争取国家独立、探索国家

富强的道路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中外人士的瞩目和赞许。因此，在 19 世纪末年，一

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客家问题的关注，到 20 世纪 20 年代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间，在以罗香

林为代表的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在大陆各个客家省（区），客家联谊社团的组织，

客家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世界客属恳亲活动的开展等等，使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

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成立于 2004 年 6 月，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赞助。

它的宗旨是：加强和海内外客家乡亲以及从事客家研究同道们的联系，为弘扬客家历史文

化、增进各族和各国人民的团结、促进祖国建设大业尽心尽力。为此，我们在做好客属日

常联谊工作的同时，将在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以地域、人物和客家历史

文化的个案研究为主，组织编写并出版客家研究系列丛书。

一是“客家区域文化”丛书。它以国内的几个客家大省（区）和客家移民较多的国家

为基点，以一省（区）、一国一书的形式，分别研究该地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他们与周

邻居民的交往、发展、变化以及相互认同等等。通过区域“客情”的调查研究，为了解全

国以至世界“客情”创造条件，从而使我们对客家民系的全貌得到比较真实和全面的认识。

二是“客家著名人物”丛书。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当代，涌现出不少在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的著名客家人物，他们或在反帝反封的民族民

主革命时期，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国际交往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宝贵的生

命，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并为他们分别立传，

目的是为后来者树立榜样，奋发向前。

三是“客家文化综论”丛书。客家历史文化的许多重大问题，学界已经作过不少研究。

但是，当代社会正处于全面变革的进程中，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日益频繁，彼此

吸纳无所不在，因此，我们对客家的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以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相结合，



以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创新相结合，综论客家文化的重大问题，既看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

本，又理出客家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对外交往中出现的新事物，使我们的研究在学

习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三套丛书，归宗于“客家研究”一个大课题。我们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

步发掘客家文化资源，拓宽研究视野，深入问题探索；立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努

力写出课题新意，使研究成果具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深信：有广西师范大学领导的关怀和

指导，有海内外客家乡亲和我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通过各方同道的共同努力，坚持“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开展交流和讨论，就可以逐步取得对问题的真实理解，

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好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工作正在起步。瞻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将努力以赴，做好工作。谨以至诚，

祈求方家和读者朋友们的及时批评和指导。

“客家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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