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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是一片写满感恩奋进故事的土地，崇先报本是刻在
客家人骨子里的基因。一代代客家儿女都心怀家国、情牵桑
梓，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踏上孜孜不倦的追梦征程。

近年来，赣州强力推进“三请三回”“赣商回归”工作，
一批批“出口老表”接踵返乡，带回好项目、金点子、硬资
源，成为推动赣州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希望尽己所能，让文化和艺术在故园生根。”著名华
人戏剧家、会昌籍客家乡贤赖声川表示。铭记父亲赖家
球“寻根问祖”的遗愿，自2015年起，赖声川连续多年送
戏回乡，并帮助家乡培养戏剧人才。《暗恋桃花源》《如梦
之梦》《外公的咖啡时光》《让我牵着你的手》……一场场

“声川大戏”让客家山城会昌广为人知。
在南康，做木匠是客家人的老行当。改革开放后，10

万南康木匠北上南下务工，积累一定技术和资金后返乡
创业，“无中生有，有中生特”地把南康家具培育壮大成千
亿级产业集群，并朝着5000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加速迈进。

“来的都是客”，这是一句“很赣州”的话。在赣州人眼
里，“客”的定义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扎根故土的原乡客、
投资赣州的兴业客、离乡日久的归客、远道而来的游客……

“同一天空下，就是一家人”，和衷共济、海纳百川的社会氛
围，已然成为赣州的鲜明标签。

唯有和衷共济，才能共克时艰、共赢未来。这样的共
识，早已融入客家人的骨髓。当年，客家先民聚族而居共
同应对外患，守望相助一起兴家创业；如今，赣州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造性推出“客家矛盾客家调”、
崇义“知行家”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活化利用客家祠堂、
客家庭院、客家家训等客家文化载体在凝聚情感、道德教
化中的独特功能，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一起议”的安
定祥和生动局面。

千年风骨，浸润一方热土。当美丽的客家山水辉映着
辛勤身影，当久居大山的客家子孙敞开心扉，当浓重的客家
乡音激荡在回家的行程，当八方来客不辞长作“赣州
人”……这万千气象，便成就了“客家摇篮”新的时代荣光。

赣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胡怀军 张惠婷 刘元元 洛
报融媒记者 李岚 文/图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常被称为
赣南。穿行在这闽赣粤三省的交会
之地，却经常给人恍若置身于中原之
感，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986 万
人口中，有 95%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客家人。

在客家人历次南迁中，赣州是客家
人进入闽粤赣地区的第一站，因此赣州
也被誉为“客家摇篮”。2023年，客家文
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果顺
利通过验收，处处可见的客家文化，交
织成赣南大地的流动风景线。

赣南客家文化璀璨夺目

位于赣州市赣县区的江西客家博
物院内，五根石雕南迁柱依次矗立，柱
身镌刻着客家先民五次大迁徙的历史。

千里赣江从这里发源，万里客路在
这里绵延。这片人文厚重的土地，深深
留下了周敦颐、苏东坡、辛弃疾、岳飞、
文天祥、王阳明等先贤的印迹。在漫长
的流播、碰撞、变迁和演进中，客家人在
这里创造出的赣南客家文化璀璨夺目，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花园里灿然
绽放、芬芳四溢。

这里有原汁原味的客家方言。赣
州是全国最大的客家方言区，当地 18
个县市（区），除章贡区和信丰嘉定镇
及其他几个居民点外，其余均属客家
方言区。

这里有宁静祥和的客家古村落。
宁都东龙村、瑞金密溪村、兴国三僚村、
赣县白鹭村、寻乌周田村、南康卢屋
村……143个古村落散布赣南大地，是
赣南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里有高墙深院的客家围屋。赣
州尚存600多座客家围屋，集家、祠、堡
于一体的客家围屋是中国乃至世界民
居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

这里有风味独特的客家美食。赣
南客家菜以鲜、嫩、滑、香、甜、辣为特
色，以粉蒸、小炒为代表做法。客家米
酒、赣州小炒鱼、南康荷包胙、客家酿豆
腐、“四星望月”、宁都三杯鸡等都是客
家饮食的典型代表。

这里有古朴独特的客家民俗。很
多客家民俗中都蕴含着祈福纳祥、驱
邪消灾的美好寓意。如宁都石上添丁
炮、南云中秋“游火龙”、中村傩舞、上
犹九狮拜象、南康横寨唱船、崇义“告
圣”、会昌“海清”、于都唢呐等异彩纷
呈，把赣南大地变成了“没有围墙的民
俗博物馆”。

紧跟时代步伐续写新的华章

南岭之北、赣水之源，一幅振兴发展的锦绣长卷徐徐展开。“客
家摇篮”坚守根与魂、昂扬精气神，在新时代接续书写新的华章。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赣南大地曾出现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山秃、水浊、田荒、人穷”八个字道尽了当时的困境。直面生态
创伤，生于斯长于斯的客家儿女，以久久为功之力，开展了一场
石破天惊的“绿色革命”。造林种果、改良土壤、开挖梯带、布设
塘坝……一双双勤劳的手接续奋斗，将昔日的“红色沙漠”建设成
了“江南绿洲”。

经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年来的治山理水，赣州水土流失面积
净减少4300多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82.57%，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赣州经验”在全国推广。“全国首批创建生态文明
典范城市”“中国绿色发展优秀城市”“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等殊荣，为红色赣州的绿色崛起写下生动注脚。
既不沿边，也不靠海，赣州要紧跟新时代的步伐，必须有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拼劲，必须有一股想方设法拥抱世界的豪情。党的
十八大以来，赣州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新时代赣南
苏区振兴发展，奋力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加快建设
省域副中心城市。

伴随着“水陆空铁”立体交通体系日益完善，赣州全国综合性交
通枢纽地位愈加稳固。赣深高铁通车后，赣州全面融入大湾区“两
小时经济圈”，全市上下大力实施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
程”，持续擦亮“干就赣好”金字招牌。格力、吉利、天能、美克美家、
道氏技术等龙头企业和行业头部企业在赣州扎堆落户。

赣商回乡推动赣州高质量发展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是国际上最
具影响力的华人盛会之一，自 1971
年第一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香港
崇正总会举办以来，已经从最初单
纯的恳亲联谊，发展到如今融经济
合作、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于一体
的活动载体，始终致力于弘扬客家
精神、传播中华文化，增进海内外亿
万客家人的团结。

2023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世界
客属第 32 届恳亲大会在江西省赣
州市龙南市举办，这是首次在我国
内陆县级城市举办的世客会。本届
世客会以“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
情”为主题，200 多个客属社（侨）团
及客属人士代表、知名企业家等约
2500 名嘉宾齐聚龙南，参与此次恳
亲大会。

在以“客家民俗千古风”为主题
的晚会上，来自江西、广东、福建、河
南、四川等省份的民俗表演轮番上
演，晚会通过客家话吟诵、歌曲联
唱、舞蹈等表现形式，弘扬底蕴深厚
的客家民俗艺术。

在本届世客会期间，同步举行
了招商推介会、客家青年发展大会，
在推介赣州区位优势、产业发展、配
套服务的同时，也为凝聚客家青年
力量搭建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领
域的沟通交流平台，激发起世界客
属心系家乡、报效桑梓的深厚情感。

时间再追溯到2004年11月，第
19届世客会在赣州举办，开展了赣
州客家民俗和艺术表演、客家乡情
报告会、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客家
商品交易会等一系列特色活动，会
上还通过了《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赣
州宣言》，首次概括提炼出以“吃
苦耐劳、开拓进取、崇先报本、

和衷共济”为主要内涵的客家
精神。

洛报融媒记者 李岚

第32届世客会：
五洲客家音
四海桑梓情

因客家而情牵，洛阳赣州互动交流紧密
洛阳与赣州两地虽相距千里，但人

文相通、产业相近，因客家而情牵，因
文化而相亲。随着第 33 届世客会在洛
阳举办，两地在深化人文交流和经济合
作方面也将拥有更好的机遇与平台。

洛阳和赣州互动交流紧密。2023
年 11 月，洛阳市代表团参加世界客属
第 32 届恳亲大会期间，对赣州红色文
化教育弘扬、客家文化保护传承、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
察；2024 年 4 月，江西赣州龙南市考察
团来洛交流客家文化期间，先后前往
洛邑古城、龙门石窟、洛阳博物馆、洛
阳客家之源纪念馆等地考察，深入了
解洛阳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并就

“洛阳—龙南文旅产业合作共建”进行
了深入交流。

洛阳是客家之源，客家文化源于

河洛文化。全国有 5 座洛阳山，都与
客家文化密切相关，分别位于河南洛
阳，湖南邵阳、永州，江西赣州，云南昆
明。据史料记载，在北魏之前，万安山
的名字就是洛阳山或大石山，佐证了
此山是见证客家先民向南迁徙、根在

河洛的人文之山，被称为客
家人的祖山。

江西赣州洛阳山，又名洛
阳嶂，坐落在赣州市会昌县西
江镇。洛阳山主峰为三仙峰，
峰奇山秀、峡深谷幽、悬崖奇
异、峭壁多姿，山中有三仙庙

等古建筑。洛阳山是赣州客家先民从
中原南迁的重要一站。赣州是客家民
系的发祥地和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
一，全市客家人占 95%以上，世称“客家
摇篮”。以洛阳山为中心，现有 600 余
幢古老的客家围屋，保存完好、较具代
表性的有龙南关西新围、燕翼围和安远
的东升围等，它们是建筑艺术的瑰宝，
也是客家文化与历
史的见证。

洛 报 融 媒 记
者 李岚

02

03

赣南客家人修编族谱赣南客家人修编族谱

赣州八境台和客家先民南迁纪念鼎赣州八境台和客家先民南迁纪念鼎

定
南
客
家
瑞
狮
在
古
村
里
闹
新
春

定
南
客
家
瑞
狮
在
古
村
里
闹
新
春
、、拜
大
年

拜
大
年

航
拍
龙
南
关
西
新
围

航
拍
龙
南
关
西
新
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