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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封
篇

2014 年 10 月 17 日至 19 日，世
界客属第 27 届恳亲大会在河南省
开封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0
多名客家代表参加大会，来中原寻
根谒祖。

本届世客会将“开封，让客家人
圆梦”的主题贯穿大会始终，着力展
示全世界客家人“根系中原，叶茂天
下”。开幕式演出以“花好月圆迎客
来”为主题，由《序》《客非客·月明暖
家》《菊映菊·古都新词》《根连根·花
好月圆》《尾声》5部分组成，所有节目
都是为本届世客会最新创作的，异彩
纷呈的节目向2000 多名嘉宾展示着
中原人民的热情。

本届世客会期间还举办了“根
在中原·开封”祭拜活动、“相聚一
家亲”客家团圆饭、国际客家文化茶
叙会、客家文化书法精品展、“常回
家看看”闭幕式等活动，并把珠玑
巷 、守 望 阁 、大 宋 御 河 、七 盛 角 及
特 色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著 名 景 区

（点）等整合成世客会期间的精品
旅 游 线 路 ，增 强 客 家 人 对 中 原 祖
地的归属感。

洛报融媒记者 戚帅华

客亲中原寻根谒祖

1000 多年前，第一批中原儿女从
黄河岸边的中原出发，踏上了漫长的
南迁之旅，经历了千百年的辗转迁徙，
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鲜明文化特色的
新民系——客家人。他们在福建、江
西、广东等地开枝散叶，继而播迁到我
国港澳台和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如
今1.2亿客家人遍及五湖四海，但都不
曾忘记自己的先祖来自中原。时至今
日，河南不少地方仍然保留着客家先
祖的遗迹。

开封是与客家人渊源最深的地区
之一，开封的文化个性与客家人的人
文精神具有共同闪光之处。无论是上
古时期“三皇五帝”的“中央之国”，还
是作为河洛文化标志的“河图洛书”、
伊河洛河、“太极八卦”等，都与开封地
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今，虽时
越千百年、地隔千万里，但客家人仍保
留着中原的许多风俗习惯，语言也保
留了较多的中原古韵，与现在的开封
人依旧血脉相承。

据史料记载，在历次大迁徙过程
中，以宋元之际由于战乱引起的大规
模迁徙为最，而且在当时南方户籍有
了“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被编
入客籍，正式形成了客家民系。据史
料考证，客家人正式定称于宋朝，在宋

朝的户籍立册中，凡是广府语系和潮
汕语系的人都列入主册，北方来的人
都列为客籍。在长期的迁徙漂泊过程
中，客家人锤炼出了爱国爱乡、刻苦勤
俭、坚韧不拔、开拓进取、重教崇文、团
结互助的客家精神，并在宋代最终形
成了客家文化。

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客家人不
忘故乡的风土习俗，把宋都开封的历
史文化传承到了东南各省。以珠玑巷
为代表的客家人街道地名文化，成了
东南各地客家人彼此相认的一个名
牌。这些“珠玑”地名，就是客家人从宋
都开封传承到南方居住地的特殊文化
和地理标志。如果到了广东，翻看客家
人的族谱，你会发现上面大都记载着他
们的祖籍地是珠玑巷。广东的珠玑巷
很多，其中南雄珠玑巷最负盛名。

北宋末年，开封被金人攻陷，有一
些中原官民翻越梅岭山脉，来到广东
一带。为了纪念在开封所居住的珠玑
巷，遂把这里也命名为珠玑巷。这批
难民共有97户33姓，他们的子孙成为
后来广东各地乡族的祖宗。这些名人
望族都把珠玑巷称作“七百年前桑梓
乡”。在客家人心中，珠玑巷是家乡的
象征、内心深处温暖所在，更是情感的
寄托。

历史上，开封这座城市在客家人
心中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为了充分挖
掘开封的客家文化，建立和客家人之
间的深厚情谊，开封决定承办在国际
上具有广泛影响力，先后在亚、美、非
三大洲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 多个城
市举办过的客家联谊盛会——世界客
属恳亲大会。

2012 年 11 月 20 日，在福建省三
明市举行的世界客属第25届恳亲大会
上，开封获得2014年世界客属第27届
恳亲大会承办权，500多万开封人民向
海内外客家人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常
回开封看看。开封也由此成为第一个
一次就申办成功的城市，也是没有一
张反对票的城市。

举办盛会，新闻先行。2013 年 5
月6日，“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从开封到
封开”汴梁晚报世界客属第 27 届恳亲
大会“万里寻踪客家路”大型系列采访
活动正式启动，开启了横贯6省、行程

万里的大型文化主题报道之旅。
2014年2月，“万里寻踪客家路汴

梁晚报记者台湾行”大型采访活动正
式启动。特别报道组循着客家先民迁
徙的足迹，进入现在的客家聚居地，在
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中探寻客家文化精
神，推出一系列客家主题文化报道，在
全国掀起了一股客家文化新热潮。

系列报道结束后，结集出版了《从
开封到封开·万里寻踪客家路》《汴梁
晚报记者台湾行·万里寻踪客家路》。
其中，《从开封到封开·万里寻踪客家
路》荣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
奖，《从开封到封开·万里寻踪客家路》

《汴梁晚报记者台湾行·万里寻踪客家
路》荣获河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
品特等奖。2014 年 6 月，时任省长谢
伏瞻在台湾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
席、世界客属总会总会长吴伯雄时，赠
送了《汴梁晚报记者台湾行·万里寻踪
客家路》图书。

“要问客家哪里来，客家来自黄河
边。”一句脍炙人口、传唱悠长的歌
谣，道出了客家人与中原、与开封剪
不断、说不尽的情缘。客家人祖祖辈
辈虽然客居他乡，但依然保持着传统
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民族认同感，中原
始 终 是 客 家 人 魂 牵 梦 萦 的 心 灵 故
园。中原人民也思念、牵挂着远离故
土的客家人。

2014 年 10 月 17 日，由开封市人
民政府、开封市客家联谊会主办，省
侨联、省客家联谊会协办的世界客属
第 27 届恳亲大会在开封清明上河园
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贤达齐聚
古城开封，圆了一个美好的寻根梦。

为了实现“留住客家人的心，留下
世客会永久记忆”，开封市上下一心，
协力迎接回家的客家人。本届恳亲
大会围绕“开封，让客家人圆梦”这一
主题，举办了“根在中原·开封”祭拜
仪式、“相聚一家亲”客家团圆饭等一
系列活动，让与会的客家人尽情领略
客家先祖灿烂的人文历史和宋文化，
感受客回故里的家乡情怀。

为弘扬和展示客家文化，打造一
个展示客家文化精品、传播客家文化的
平台，2023 年，开封日报报业集团、开
封大学联合世界客属总商会成立了开
封客家文化传播交流中心。客家文化
传播交流中心一期工程，以开封日报报
业集团“万里寻踪客家路”系列采访图
片、报纸版面和相关书籍为主，展示了
客家风物人情的独特魅力。

客家文化交流传播中心以客家亲
情为纽带，以客家民俗、寻根中原文化、
旅游、经贸合作为平台，向海内外展示
客家人的风俗民情和历史演变。世界
客属总商会主席、总会长李金松为客家
文化传播交流中心题词——“传承客家
精神”和“客出中原”。

中原大地是亿万客家儿女的家，
客家人寻华夏之根、溯姓氏之源、树
民族之碑、立炎黄之传，不断点燃客
家精神新火炬，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
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感、对中
华民族的民族归属感，建设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起着重要作
用 ，在 文 化 认
同 、祖 国 认 同 、
价值认同方面有
着重要意义。

开封日报报业
集 团 全 媒 体 记 者
王 兰 兰 洛 报
融 媒 记
者 戚
帅华

珠玑巷里 桑梓原乡

22 千年守望 万里寻踪

客家乡亲 中原寻根33

河南省开封市珠玑巷客家源文化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守望阁，
守望阁和广场以“家”字篆刻地铺为核心，巧妙反映了客家的历史
文化、根亲文化与祭祖文化。客家源文化广场是世界客属恳亲大
会在开封召开的主要场所之一。

2014年10月，世界客属第27届恳亲大会在开封举行，来自
全球的客家游子在守望阁、珠玑巷慎终追远、祭拜祖先，寻找内心
最深处的温暖。

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清明上河园（（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游客在清明上河园景区内游玩游客在清明上河园景区内游玩（（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千人长桌宴共享团圆饭千人长桌宴共享团圆饭（（开封日报报业集团提供开封日报报业集团提供））

世界客属第世界客属第2727届恳亲大会开幕式演出届恳亲大会开幕式演出
（（开封日报报业集团提供开封日报报业集团提供））

游客在清明上河园景区观看表演游客在清明上河园景区观看表演（（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游客在开封市万岁山景区观看表演游客在开封市万岁山景区观看表演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世界客属第世界客属第2727届恳亲大会祭祖大典现场届恳亲大会祭祖大典现场（（开封日报报业集团提供开封日报报业集团提供））


